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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古廟鎮蠻邦」：

拉律戰爭與何仙姑信仰在英屬馬來亞的開展
*

廖小菁


摘 要

太平何仙姑廟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昔日首府太平（舊名「拉律」），
肇建於 1880 年代英屬馬來亞時期，是馬來半島首座以「八仙」唯一女
仙—「何仙姑」為主祀對象的廟宇。本文結合中國本土與海外的文獻、
田野材料，試圖從馬來亞史上最慘烈的華族武裝衝突—拉律戰爭前後
拉律∕太平華人置身的社經環境、族群政治脈絡與地方宗教版圖出發，
探討何仙姑信仰初入馬來亞的契機與過程。本文指出，何仙姑相傳出身
廣東省增城縣，是近代霹靂州錫礦業開闢先驅的增城移民與原鄉之間的
重要文化連結。然而，最初於太平創設其廟祀據點，並非僅是增城人在
客寓之地兀自移植原鄉信仰所致。促成此廟興立之主因，是十九世紀中
葉以來因競逐拉律錫礦開採利益而分化為海山與義興兩大「公司」陣營
的各方廣東移民勢力，在後拉律戰爭時期的新政經形勢下，為謀建凝塑
大廣東認同的整合機制，所攜手進行的一系列文化操作的結果。本文藉
由分析太平何仙姑廟創建的時空脈絡與族群背景，企圖說明，中國鄉土
信仰傳統在脫離原鄉社會脈絡後，實際上是透過呼應支持者的多變生存
處境才得於域外生根，而信仰本身亦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被改變、留存
或新造，同時反饋成為模塑海外華人社會族群關係、宗教景觀與歷史記
憶的關鍵力量。

關鍵詞：海山、義興、公司、廣東移民、錫礦 

                                                          
*  文為 105 年度第 1 中 研究 人文社會 學博 後研究人 研究 「從出城 過番：

近代何仙姑信仰在華南與南洋社會的 展」（2016/1/1~2017/12/31）的 果之一，筆者

主 人 富 在 行期 的 與 。 文 馬來西亞檳城與霹靂州太

平、 地報 人 筆者田野調查工 的 ，以 、陳 、 博 、

陳 博 、 同學 在 料 集過程中的 相 。筆者由 位

名 查人的 與 建 。 此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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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Perak）位於馬來半島西北，1毗鄰英國在遠東殖民的第一個貿易自

由港檳榔嶼（Penang），是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錫

產區。2自西北部的拉律（Larut）於 1848 年發現豐富錫礦礦藏以來，3這片昔

日華人名之為「吡叻」的草萊之地，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吸引了大批南中國民眾

「過番」投身錫礦開採相關行業。4華人移民的入住與開拓，不僅奠定了近代

馬來亞錫礦業的發展基礎，同時也為華南原鄉的文化與信仰傳統，創造了域外

展植的新天地。

1885 年前後，馬來亞史上最嚴重的華族武裝衝突—「拉律戰爭」（Larut 

Wars, 1862-1874）—落幕後十載，馬來半島第一座主祀中國「八仙」女仙

「何仙姑」的廟宇， 5草創於拉律新埠暨英治時期的霹靂州首府—太平

                                                          
1  霹靂現為馬來西亞聯邦十三個州屬之一。霹靂西北毗鄰北馬商業重鎮—檳城（Penang），北

面連結吉打州（Kedah），並接壤泰國南部的惹拉府（Yala）與陶公府（Narathiwat），南面為

雪蘭莪州（Selangor），東面比鄰吉蘭丹（Kelantan）與彭亨（Pahang）二州，西面瀕臨馬六甲

海峽（Strait of Malacca）。按：廣義而言，「北馬」地理範圍為現今馬來西亞北部三州：霹靂、

檳城與吉打。
2  馬來半島從 1851 年開始至 1987 年，一直是全球最大錫產地。1910 年以前，世界錫產量的一半

皆來自馬來半島，霹靂是當時半島各邦中最重要的產錫區。參中華民國外交部情報司，〈馬來

亞之錫米出產〉，《國外情報選編》，期 171（1937 年 1 月），頁 46-47；丘思東編著，《錫日

輝煌：砂泵採錫工業的歷程與終結》（金寶：近打錫礦工業博物館，2015），頁 169-172。
3  Yat Hoong Yi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9), p. 57. 
4  近代中國華南僑鄉社會民眾稱離開故土至南洋謀生拓業為「過番」。參蘇慶華，《閩、客、瓊、

潮、粵：五大方言「過番歌」研究》（吉隆坡：商務印書館，2014）。
5  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文獻材料與田野調查結果，在中國域外環南海（South China Sea）一帶即

傳統所謂的「南洋」地區，主祀女神何仙姑並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華人廟宇，主要分布在馬來

半島（即馬來亞，範圍包括現今的西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特別是半島北部的霹靂。就霹靂當

地可考的何仙姑廟祀據點而論，創立於 1885 年左右的太平何仙姑廟，是始建年代最早的一座。

有關此廟早期歷史的討論，將在下文中詳述。其他何仙姑廟與馬來半島暨周邊地區華人傳統廟

宇的歷史概況，可參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95, pp. 626, 775；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97, p. 959；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吉隆坡：

馬來亞大學出版部，1983、1985、1987），冊 1-3；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彙編》

（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1997），冊 1-3；傅吾康主編，《泰國華文銘刻彙編》（臺北：新

「仙 廟鎮 邦」

-49-

（Taiping）。6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 ，在太平南方的近打 域（Kinta 

Valley），眾 主要由廣東 「新客」（Sinkhek, 新移民）7移民所開 的新

礦業重鎮，也 立了 何仙姑為主神的廟宇。8 的是，在十九

世紀中葉前的南中國，何仙姑 是廟祀版 廣州府 城 一 的地方神

，9 而在上述馬來亞 鎮，何仙姑廟的創立與 ， 了與 城 移民有

關，分屬其他原鄉 、方言 （客、廣府、 、10瓊州、11潮州）的廣東

社 ， 上 了 為重要的 與 。時至今日， 著這 廟宇所

在社區族 結 的 ，部分 鎮中的何仙姑廟 一 發展為 粵、閩 華

人 印度 信眾的地方信仰中 。

霹靂的華人移民 潮始於 1850 年前後拉律錫礦業的 ，12地理位 與

其一 帶 的海峽殖民地檳榔嶼， 開 於十八世紀 ，至十九世紀上半葉

是北馬地區華人商民 集之地。13不過， 特別 出的是，在 1880 年代太

平何仙姑廟建立之前，北馬一帶包括 城人在 的眾 華人移民社 皆有各自

公開 的神 信仰傳統，14何仙姑並 身其中。 ， 來在馬來亞華人

                                                                                                                                                        
文豐出版公司，1998）；陳 、陳 編著，《新加坡華文 銘集 》（ 港： 港中文大

學，1972）； 生（Kenneth Dean）、 泰編，《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

：廣西 範大學出版社，2017）。
6  1874 年拉律戰爭結 後，霹靂 入英治時期，英 府在拉律的吉 包（Klian Pauh）建立 鎮，

名為「太平」（Taiping, “grand peace”），霹靂的行 中 於此（1876-1937），「拉

律」之名 為「太平」所 代。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p. 862-864.

7  「新客」 十九世紀中後期以 始從中國移 南洋的華人移民。
8  （Menglembu）、 （Tronoh）、金寶（Kampar）、打 （Tambun） 地。
9  ，〈 仙名： 至 中葉廣東 域的何仙姑信仰與地方社會〉（ 港： 港中文

大學歷史 博 論文，2014）。
10  稱 ，為粵方言分 ， 行於 代廣東 慶府 下開平、 平，以 廣州府

下新 （ ）、新會 。此 稱 州，在近代新馬地區， 地為上述地區的華人

以「 州」之名 地 鄉 。
11  瓊州 稱海南 ，為閩 分 ， 行於海南島。 時期海南為廣東 瓊州府屬地。
12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2. 
13  ，《 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 野》（臺北： 界，2015），頁 98。
14  、大 公 。參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526-541、5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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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豐出版公司，1998）；陳 、陳 編著，《新加坡華文 銘集 》（ 港： 港中文大

學，1972）； 生（Kenneth Dean）、 泰編，《新加坡華文銘刻彙編 1819-1911》（

：廣西 範大學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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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p. 862-864.

7  「新客」 十九世紀中後期以 始從中國移 南洋的華人移民。
8  （Menglembu）、 （Tronoh）、金寶（Kampar）、打 （Tambun） 地。
9  ，〈 仙名： 至 中葉廣東 域的何仙姑信仰與地方社會〉（ 港： 港中文

大學歷史 博 論文，2014）。
10  稱 ，為粵方言分 ， 行於 代廣東 慶府 下開平、 平，以 廣州府

下新 （ ）、新會 。此 稱 州，在近代新馬地區， 地為上述地區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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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瓊州 稱海南 ，為閩 分 ， 行於海南島。 時期海南為廣東 瓊州府屬地。
12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2. 
13  ，《 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 野》（臺北： 界，2015），頁 98。
14  、大 公 。參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526-541、5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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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中 著 的女神何仙姑，何以會在十九世紀最終十 年 ，出現廟

祀據點在太平與近打 域 的現 其 何以 在族 結 的

英屬馬來亞，從南中國的一方鄉 之神 為所謂「 南邦」15的 神

從以上的 出發， 文 於分 太平何仙姑廟的 立 由， 在拉

律戰爭前後北馬華人移民社會的社會 環 、族 治 與地方 版

中， 何仙姑信仰 入馬來亞華人社會的 與歷史過程。

拉律戰爭是近代東南亞史與海外華人史 的 。海 （Hai San）

與義 （Ghee Hin） 大華人「公司」（Kongsi）集 拉律地區的

錫礦開採 ，16在 1860 年代 1870 年代中期的十 年 ， 發了三

以 北馬地區 華人社會的大 武裝衝突，這也 為十九世紀後期英國

                                                          
15  〈 南邦（ 聯）〉（1885），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16  「公司」（Kongsi）是十八、十九世紀南洋華人社會中 的社會、 稱謂。廣義來 ，

可 包括 會、地 鄉 、商貿會社、會 據不同社會 帶所 的各

結社 。不過， 文的「公司」， 論是 所 的海 公司（Hai San Kongsi），

是下文將述 的義 公司（Ghee Hin Kongsi），皆特 十八、十九世紀在 、馬來半島一

帶特別是以礦業為主要 產業的地區，來自中國的移民 據同 情義 （mutual-aid 
fraternity）、 同 司理的原 ，所 的一 擁有自主 武 的商貿集 暨社會

理 度。在馬來半島，此一 的華人公司，在殖民 府有 的 的華社治理

下， 來是當地華人社會 的 社會 ， 社 自 治理（self-regulating）
與 （labor-brokering） 重要 與 ，直 1890 年，英國殖民 府 據《社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 將其 為「 社 」（dangerous societies）並嚴

。 特別 的是， 於海 與義 ， 文選 以「公司」而 過 研究者 的「

會社」（secret societies）、「會 」 「 會 」 稱謂，主要原 是， 論就 文 的

時 當時所 的原始史料而論，研究者以「公司」集 界定海 與義 的 ，

上述稱謂 客 他 的 與歷史 義。詳 討論 下文。相關研究可參

Wang Tai Pe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 (Petaling Jaya,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4)； （J. J. M. de Groot）著， ，《 華人公司 度》（臺北：中 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1996）；Yuan Bingling,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Universiteit, 
2000); Bertil Lintner, Blood Brothers: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Asia: Crim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9-230； ，〈近代華南傳統社

會中「公司」 考：由海上貿易 地方社會〉， 入 主編，《比 野下的臺 商

業傳統》（臺北：中 研究 臺 史研究所，2012），頁 227-266；陳國 ，〈從 個馬來 彙

中國與東南亞的 —Abang, Kiwi, Kongsi 與 Wangkang〉， 入 著，《東亞海域一 年

（ 新版）》（臺北：遠 出版公司，2013），頁 139-150；Wong Wei Chi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Malaya, 1786-189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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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出檳榔嶼、馬六甲（Melaka）與新加坡（Singapore） 海峽殖民地範

圍， 入馬來半島 之關 。17海峽殖民 府在 中的 入

與 ，為英國開 了日後 其他馬來土邦 的 ，而英國 府與霹靂

國於戰後 1874 年 同 的《邦 定》（Pangkor Engagement），

一 霹靂 為英國在馬來半島的第一個 邦，奠定日後英屬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5-1946）的 基礎。18過 學界 於拉律戰爭，

主要著 於 治與 面的討論，其中 於華人會 的 爭與方言

的衝突、霹靂蘇丹 的 英國的 行 。19立基 有的研究

果， 文 過在地 ，以後拉律戰爭時期 方華人 同參與的

立廟行 為 ， 討拉律戰爭 當地華人社會的族 關 、文化 所帶來

的 。

一 言之， 文 由華南何仙姑信仰在拉律戰爭後 展英屬馬來亞

霹靂州的現 ， 討近代中國神 信仰的域外傳 與南洋華人社會相 建

的歷程。就神 信仰的傳 而言，近代之前地方（local） 傳統 何

地傳 而 為區域 （regional） 全國 信仰的 ， 有 重要的討

論。20相 之下，植根於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信仰傳統在 國 落之

                                                          
17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6-7.
18  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殖民 馬來各邦的過程，參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 1867-1877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0); Charles Donald 
Cowan, 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  （Victor Purcell）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檳榔嶼： 華日報有 公司，1950），

頁 72-77；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121-125, 174-188, 190-192; R. O. Winstedt and R. J. Wilkinson, A History of Perak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4) , pp. 80-90; 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24-140;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60-298; 著， 編 ，《新

馬華人甲 丹》（新加坡：新加坡亞 研究學會，2006），頁 143-154。
20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獻 ，〈 傳 的展開〉，《 學研究》， 8 期 1（1990 年 6 月），頁 28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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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中 著 的女神何仙姑，何以會在十九世紀最終十 年 ，出現廟

祀據點在太平與近打 域 的現 其 何以 在族 結 的

英屬馬來亞，從南中國的一方鄉 之神 為所謂「 南邦」15的 神

從以上的 出發， 文 於分 太平何仙姑廟的 立 由， 在拉

律戰爭前後北馬華人移民社會的社會 環 、族 治 與地方 版

中， 何仙姑信仰 入馬來亞華人社會的 與歷史過程。

拉律戰爭是近代東南亞史與海外華人史 的 。海 （Hai San）

與義 （Ghee Hin） 大華人「公司」（Kongsi）集 拉律地區的

錫礦開採 ，16在 1860 年代 1870 年代中期的十 年 ， 發了三

以 北馬地區 華人社會的大 武裝衝突，這也 為十九世紀後期英國

                                                          
15  〈 南邦（ 聯）〉（1885），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16  「公司」（Kongsi）是十八、十九世紀南洋華人社會中 的社會、 稱謂。廣義來 ，

可 包括 會、地 鄉 、商貿會社、會 據不同社會 帶所 的各

結社 。不過， 文的「公司」， 論是 所 的海 公司（Hai San Kongsi），

是下文將述 的義 公司（Ghee Hin Kongsi），皆特 十八、十九世紀在 、馬來半島一

帶特別是以礦業為主要 產業的地區，來自中國的移民 據同 情義 （mutual-aid 
fraternity）、 同 司理的原 ，所 的一 擁有自主 武 的商貿集 暨社會

理 度。在馬來半島，此一 的華人公司，在殖民 府有 的 的華社治理

下， 來是當地華人社會 的 社會 ， 社 自 治理（self-regulating）
與 （labor-brokering） 重要 與 ，直 1890 年，英國殖民 府 據《社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 將其 為「 社 」（dangerous societies）並嚴

。 特別 的是， 於海 與義 ， 文選 以「公司」而 過 研究者 的「

會社」（secret societies）、「會 」 「 會 」 稱謂，主要原 是， 論就 文 的

時 當時所 的原始史料而論，研究者以「公司」集 界定海 與義 的 ，

上述稱謂 客 他 的 與歷史 義。詳 討論 下文。相關研究可參

Wang Tai Peng,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 (Petaling Jaya,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4)； （J. J. M. de Groot）著， ，《 華人公司 度》（臺北：中 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1996）；Yuan Bingling,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 (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and Amerindian Studies, Universiteit, 
2000); Bertil Lintner, Blood Brothers: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of Asia: Crim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9-230； ，〈近代華南傳統社

會中「公司」 考：由海上貿易 地方社會〉， 入 主編，《比 野下的臺 商

業傳統》（臺北：中 研究 臺 史研究所，2012），頁 227-266；陳國 ，〈從 個馬來 彙

中國與東南亞的 —Abang, Kiwi, Kongsi 與 Wangkang〉， 入 著，《東亞海域一 年

（ 新版）》（臺北：遠 出版公司，2013），頁 139-150；Wong Wei Chi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Malaya, 1786-189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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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出檳榔嶼、馬六甲（Melaka）與新加坡（Singapore） 海峽殖民地範

圍， 入馬來半島 之關 。17海峽殖民 府在 中的 入

與 ，為英國開 了日後 其他馬來土邦 的 ，而英國 府與霹靂

國於戰後 1874 年 同 的《邦 定》（Pangkor Engagement），

一 霹靂 為英國在馬來半島的第一個 邦，奠定日後英屬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5-1946）的 基礎。18過 學界 於拉律戰爭，

主要著 於 治與 面的討論，其中 於華人會 的 爭與方言

的衝突、霹靂蘇丹 的 英國的 行 。19立基 有的研究

果， 文 過在地 ，以後拉律戰爭時期 方華人 同參與的

立廟行 為 ， 討拉律戰爭 當地華人社會的族 關 、文化 所帶來

的 。

一 言之， 文 由華南何仙姑信仰在拉律戰爭後 展英屬馬來亞

霹靂州的現 ， 討近代中國神 信仰的域外傳 與南洋華人社會相 建

的歷程。就神 信仰的傳 而言，近代之前地方（local） 傳統 何

地傳 而 為區域 （regional） 全國 信仰的 ， 有 重要的討

論。20相 之下，植根於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信仰傳統在 國 落之

                                                          
17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6-7.
18  關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殖民 馬來各邦的過程，參 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 British 

Intervention in Malaya, 1867-1877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0); Charles Donald 
Cowan, 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  （Victor Purcell）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檳榔嶼： 華日報有 公司，1950），

頁 72-77；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121-125, 174-188, 190-192; R. O. Winstedt and R. J. Wilkinson, A History of Perak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4) , pp. 80-90; Khoo Kay Kim, The Western 
Malay States 1850-1873: The Effects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Malay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24-140;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60-298; 著， 編 ，《新

馬華人甲 丹》（新加坡：新加坡亞 研究學會，2006），頁 143-154。
20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獻 ，〈 傳 的展開〉，《 學研究》， 8 期 1（1990 年 6 月），頁 28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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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化 一 信仰版 ， 的關 ，特別是十九世

紀 國 主 的海外移民潮造 的信仰域外傳 現 ， 有研究者 其 後的

歷史過程 行 入的分 。過 學界 於華人移民 的研究集中於東南亞地

區，主要 下特 ：一、 重中國 土 可 的神 信仰， 、關

、 、土地神 ，21眾 有 原鄉地域 並與特定族 開 歷史有

所聯 的神 ， 統 研究；二、 社會學、民族 考 時

研究；22三、 一原鄉 方言 的 參與 關 ，23 族 參

與的信仰 後的族 交 關 ， 其與當地社會相 造的發展過程，

一 。24

文關於何仙姑信仰的研究將結 中國與海外文獻，並 過 地田野調查

所 集的地方文 與 述 料，在近代「華南—南洋」 地域人 交

的歷史 野下 ， 此一植根於南中國鄉土社會的地方 傳統

在十九世紀後期 展馬來半島的歷史 。文中將 述神 、傳 與

廟祀 在離開原鄉社會後， 何在海外移民社會中為不同 所選 與

，同時 為 當地族 關 、文化 與歷史 的關 量。

                                                          
21  陳 ，〈東南亞華人的土地神與 —特論馬來西亞的大 公〉， 入傅 （Franciscus 

Verellen）、 富 主編，《 與 者 —中國 者傳 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

文化 業公司，2000），頁 57-84；蘇慶華，《東南亞華人 與歷史論 》（新加坡：新

加坡 年書 ，2013），頁 9-18、105-124。
22  、 ，《 與新加坡華人廟宇 的調查》（臺北：中 研究 民族學研

究所，1994）；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23  蘇慶華，《東南亞華人 與歷史論 》，頁 58-86； 發，《馬來西亞客 人的 信仰與

》（吉隆坡：馬來西亞客 公會聯 會，2006）。
24  近來有關東南亞華人 的研究，就 的 出 研究範圍的 定而言， 出現

的 握 理 。參 豐 ，《從 ：馬華社會的 、信仰與文化》

（臺北：國立臺 大學出版中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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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 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西北部，東面以拉律 （Bukit Larut）為 ，

西面 馬六甲海峽，西北方與檳城僅有一 海海峽之 （地 1）。太平

開埠於 1874 年，為霹靂在英治時期最 的首府，25 是英屬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5-1946）「 州府」中，26首 行 鎮 的城 。廣

義的太平 名「拉律」，27是馬來半島錫米產量最豐的霹靂州最 行錫礦開

採 的地區， 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 期世界主要的錫礦生產區。

現今太平 區中 的神廟 （Jalan Tokong）上，座落著一座 為「何

仙姑廟」， 下 有「 上界」、「 宇 南邦」 聯的中國

建 ，28是今時太平華人 「八仙」 一女 —「何仙姑」的

廟宇。此廟西 鄰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東 是 「 」， 後

方毗鄰太平著名的華文學 —華聯中學。會館、廟宇、 學 ， 同

今日神廟 區主要的建 。

太平何仙姑廟創立於 1885 年前後， 立於神廟 現 個甲 。廟

中何仙姑神 前方所 的「 南邦 仰」、「仙 海國

」 聯，29 著神 百年前從中國南來的 。 立於廟中一 的〈重

廟 〉 ， 載了二十世紀 期在 鄰的 地理

環 下，何仙姑廟為廣東 華僑商民擁 而 的 ：

， 民 ，

， ，

                                                          
25  太平之首府地位至 1937 年為 （Ipoh） 代。
26  馬來聯邦由半島上 個接 英國 的馬來 國霹靂、雪蘭莪、彭亨、 蘭（Negeri Sembilan）

，華人 稱「 州府」。參 ，〈南洋 州府華僑商業交 〉， 入 、

，《南洋 州府華僑商業交 》（ ： 印務 ，1928）， 首。
27  範圍為現今的拉律馬 司南馬 （Larut, Matang and Selama District）。
28  〈 上界（ 聯）〉（1890），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29  〈 南邦（ 聯）〉（1885），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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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化 一 信仰版 ， 的關 ，特別是十九世

紀 國 主 的海外移民潮造 的信仰域外傳 現 ， 有研究者 其 後的

歷史過程 行 入的分 。過 學界 於華人移民 的研究集中於東南亞地

區，主要 下特 ：一、 重中國 土 可 的神 信仰， 、關

、 、土地神 ，21眾 有 原鄉地域 並與特定族 開 歷史有

所聯 的神 ， 統 研究；二、 社會學、民族 考 時

研究；22三、 一原鄉 方言 的 參與 關 ，23 族 參

與的信仰 後的族 交 關 ， 其與當地社會相 造的發展過程，

一 。24

文關於何仙姑信仰的研究將結 中國與海外文獻，並 過 地田野調查

所 集的地方文 與 述 料，在近代「華南—南洋」 地域人 交

的歷史 野下 ， 此一植根於南中國鄉土社會的地方 傳統

在十九世紀後期 展馬來半島的歷史 。文中將 述神 、傳 與

廟祀 在離開原鄉社會後， 何在海外移民社會中為不同 所選 與

，同時 為 當地族 關 、文化 與歷史 的關 量。

                                                          
21  陳 ，〈東南亞華人的土地神與 —特論馬來西亞的大 公〉， 入傅 （Franciscus 

Verellen）、 富 主編，《 與 者 —中國 者傳 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

文化 業公司，2000），頁 57-84；蘇慶華，《東南亞華人 與歷史論 》（新加坡：新

加坡 年書 ，2013），頁 9-18、105-124。
22  、 ，《 與新加坡華人廟宇 的調查》（臺北：中 研究 民族學研

究所，1994）；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23  蘇慶華，《東南亞華人 與歷史論 》，頁 58-86； 發，《馬來西亞客 人的 信仰與

》（吉隆坡：馬來西亞客 公會聯 會，2006）。
24  近來有關東南亞華人 的研究，就 的 出 研究範圍的 定而言， 出現

的 握 理 。參 豐 ，《從 ：馬華社會的 、信仰與文化》

（臺北：國立臺 大學出版中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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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平 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西北部，東面以拉律 （Bukit Larut）為 ，

西面 馬六甲海峽，西北方與檳城僅有一 海海峽之 （地 1）。太平

開埠於 1874 年，為霹靂在英治時期最 的首府，25 是英屬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5-1946）「 州府」中，26首 行 鎮 的城 。廣

義的太平 名「拉律」，27是馬來半島錫米產量最豐的霹靂州最 行錫礦開

採 的地區， 是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 期世界主要的錫礦生產區。

現今太平 區中 的神廟 （Jalan Tokong）上，座落著一座 為「何

仙姑廟」， 下 有「 上界」、「 宇 南邦」 聯的中國

建 ，28是今時太平華人 「八仙」 一女 —「何仙姑」的

廟宇。此廟西 鄰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東 是 「 」， 後

方毗鄰太平著名的華文學 —華聯中學。會館、廟宇、 學 ， 同

今日神廟 區主要的建 。

太平何仙姑廟創立於 1885 年前後， 立於神廟 現 個甲 。廟

中何仙姑神 前方所 的「 南邦 仰」、「仙 海國

」 聯，29 著神 百年前從中國南來的 。 立於廟中一 的〈重

廟 〉 ， 載了二十世紀 期在 鄰的 地理

環 下，何仙姑廟為廣東 華僑商民擁 而 的 ：

， 民 ，

， ，

                                                          
25  太平之首府地位至 1937 年為 （Ipoh） 代。
26  馬來聯邦由半島上 個接 英國 的馬來 國霹靂、雪蘭莪、彭亨、 蘭（Negeri Sembilan）

，華人 稱「 州府」。參 ，〈南洋 州府華僑商業交 〉， 入 、

，《南洋 州府華僑商業交 》（ ： 印務 ，1928）， 首。
27  範圍為現今的拉律馬 司南馬 （Larut, Matang and Selama District）。
28  〈 上界（ 聯）〉（1890），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29  〈 南邦（ 聯）〉（1885），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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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紀前「 宇輝煌」的「何大仙姑廟」 現今外 是近年大

新 後的面 ， 部 ，部分陳 為從前

至今的 物。31何仙姑神座 的〈八大仙 之 位〉、〈何仙姑神位〉

神位 ， 著神 的身分。首 ，神座左 〈八大仙 之 位〉上所書

「 、 果 、 離、 國 、 、 鐵 、 、何仙姑」

，為 中葉以來廣 傳民 的「八仙」 之名。32此外，神座右 〈何

仙姑神位〉上 書有仙姑之名， 有「 ， 」 ，其中

「 」 可 的八仙—何仙姑 故， 與 一座 於神

部的〈 何大仙姑〉神位 ， 同界定了 祀神 的主要身分。

「 」 為 主祀神 身分的 傳 ， 地域八

仙 傳統之中， 此一 故的 出 ， 與十九世紀霹靂錫礦業的開拓

—廣東 城 華人移民有著 的 。太平 區東 近太平 一

帶，過 名為「吉 包」（Klian Pauh），是拉律地區自 1848 年發現錫礦以來，

最早 行開採 的礦區。33自 1850 年代開始，以錫礦開採為主要

的吉 包，吸引了大批南中國地區的民眾南來謀生。這 入拉律的華南

「新客」大 來自中國廣東 下府 ，其中最早投身當地錫礦業者，當屬來

自廣州府 城 （地 2）的移民。34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拉律地區， 城移

                                                          
30  〈重 廟 〉（1909），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可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

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43-1046。
31  1990 年代之前的廟 可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太平：太平北霹靂

廣東會館，1987），頁 107。
32  ，〈神 上的 姑 ：何仙姑信仰與 三 地區的女 〉，《近代中國 女史研

究》，期 26（2015 年 12 月），頁 140-141。
33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p. 120. 
34

  Khoo Kay Kim, “Notes on the Larut Disturbances,” in R. O. Winstedt and R. J. Wilkinson, A History 
of Perak, pp. v-vii;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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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 人 （Chung Keng Kwee, 1821-1901）35的 下投入開採錫米行

，並 與鄰 的鄉 結 為以「 」為名的鄉 ，36建立

了以吉 包為中 的 地 。

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北馬地區的商業 ，為開拓近代霹靂錫礦業的

行者， 是將有「 霹靂」之稱的拉律由最 「草 之域」建 為近代

「 名文物之區」的重要華人 。37 出身 城 ， 時 豐

年 廣的「 之 」（1854-1856） 而 檳榔嶼 霹靂 地

謀生 。38十九世紀中期以來， 的海 公司以 僑民為基礎，

檳榔嶼與霹靂州工商業界與 界。39

拉律為 的發 地，其當年在此一 植 立的 會館，現在 是

太平華社最 的鄉 之一。太平當地 傳著 為何仙姑廟創立者的

                                                          
35  ， 文， 之，廣東 城 新 人。 的生 時 歷來有不同的 ，

特別是其生年，中國 地的 族 與馬來亞英殖民 府 的相關紀 並不一 ，前者載

是 1831 年（ 二十九年），而根據後者 可 是 1821 年。 文參 檳城故

所藏慶 文物史料，採 載的時 。 編，《 番三 族 》（民

國十一年[1922] ，廣州：廣東 中 書館 1990 年據刻 印、 藏，編 ：K/0.189/145），

下冊， 印 著頁 ； （1841-1916） ， （1848-1916）書，〈

大 之世 大人 五 大慶 文（ ）〉（1895），檳州 治 之

藏；Perak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1901, p. 38, in Enclosure No. 2 i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al Report for 1901.

36  為 城 東北部 ， 代 治九年（1496） 外 立為一 ， 於廣州，當代為

州 所 。由於 城與 在地 與歷史上的 近 ，近代以來在南洋新馬一帶， 人

以「 」之名 地 鄉 。十九世紀於拉律， 移民 是 立「 公司」，為

後來「 吡叻 會館」、「太平 會館」的前身。《（民國） 》（臺北： 文出

版社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 印 印，1967）， 1，〈 地 一 〉，頁 9；〈太平

會館 史〉，《新馬 會館聯 特刊》（檳城：康華印務公司，1966），頁 33。
37  思 ， ，《（民國） 城 》（上海：上海書 據民國十年[1921]刻 印，

2003），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5a-56a。
38  編，《 番三 族 》，下冊， 印 著頁 ； 思 ， ，《（民

國） 城 》，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5a-55b。有關 豐 年（1854）
發的「 之 」相關討論，參 ࠎ ，〈 年ᗈ東天地ࡢ 〉，《近代中ᅜ

◦究࣮ࢱࣥࢭ彙報》， 2（April 1963），頁 1-14；Frederic E.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139-148; Kim Jaeyoon,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e Red Turban Rebellion in Late Qing 
Chin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1 (2009), pp. 1-35.  

39  、 ，〈 大 之世 大人 五 大慶 文（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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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的 物。31何仙姑神座 的〈八大仙 之 位〉、〈何仙姑神位〉

神位 ， 著神 的身分。首 ，神座左 〈八大仙 之 位〉上所書

「 、 果 、 離、 國 、 、 鐵 、 、何仙姑」

，為 中葉以來廣 傳民 的「八仙」 之名。32此外，神座右 〈何

仙姑神位〉上 書有仙姑之名， 有「 ， 」 ，其中

「 」 可 的八仙—何仙姑 故， 與 一座 於神

部的〈 何大仙姑〉神位 ， 同界定了 祀神 的主要身分。

「 」 為 主祀神 身分的 傳 ， 地域八

仙 傳統之中， 此一 故的 出 ， 與十九世紀霹靂錫礦業的開拓

—廣東 城 華人移民有著 的 。太平 區東 近太平 一

帶，過 名為「吉 包」（Klian Pauh），是拉律地區自 1848 年發現錫礦以來，

最早 行開採 的礦區。33自 1850 年代開始，以錫礦開採為主要

的吉 包，吸引了大批南中國地區的民眾南來謀生。這 入拉律的華南

「新客」大 來自中國廣東 下府 ，其中最早投身當地錫礦業者，當屬來

自廣州府 城 （地 2）的移民。34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拉律地區， 城移

                                                          
30  〈重 廟 〉（1909），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可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

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43-1046。
31  1990 年代之前的廟 可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太平：太平北霹靂

廣東會館，1987），頁 107。
32  ，〈神 上的 姑 ：何仙姑信仰與 三 地區的女 〉，《近代中國 女史研

究》，期 26（2015 年 12 月），頁 140-141。
33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p. 120. 
34

  Khoo Kay Kim, “Notes on the Larut Disturbances,” in R. O. Winstedt and R. J. Wilkinson, A History 
of Perak, pp. v-vii;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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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 人 （Chung Keng Kwee, 1821-1901）35的 下投入開採錫米行

，並 與鄰 的鄉 結 為以「 」為名的鄉 ，36建立

了以吉 包為中 的 地 。

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北馬地區的商業 ，為開拓近代霹靂錫礦業的

行者， 是將有「 霹靂」之稱的拉律由最 「草 之域」建 為近代

「 名文物之區」的重要華人 。37 出身 城 ， 時 豐

年 廣的「 之 」（1854-1856） 而 檳榔嶼 霹靂 地

謀生 。38十九世紀中期以來， 的海 公司以 僑民為基礎，

檳榔嶼與霹靂州工商業界與 界。39

拉律為 的發 地，其當年在此一 植 立的 會館，現在 是

太平華社最 的鄉 之一。太平當地 傳著 為何仙姑廟創立者的

                                                          
35  ， 文， 之，廣東 城 新 人。 的生 時 歷來有不同的 ，

特別是其生年，中國 地的 族 與馬來亞英殖民 府 的相關紀 並不一 ，前者載

是 1831 年（ 二十九年），而根據後者 可 是 1821 年。 文參 檳城故

所藏慶 文物史料，採 載的時 。 編，《 番三 族 》（民

國十一年[1922] ，廣州：廣東 中 書館 1990 年據刻 印、 藏，編 ：K/0.189/145），

下冊， 印 著頁 ； （1841-1916） ， （1848-1916）書，〈

大 之世 大人 五 大慶 文（ ）〉（1895），檳州 治 之

藏；Perak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1901, p. 38, in Enclosure No. 2 i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Annual Report for 1901.

36  為 城 東北部 ， 代 治九年（1496） 外 立為一 ， 於廣州，當代為

州 所 。由於 城與 在地 與歷史上的 近 ，近代以來在南洋新馬一帶， 人

以「 」之名 地 鄉 。十九世紀於拉律， 移民 是 立「 公司」，為

後來「 吡叻 會館」、「太平 會館」的前身。《（民國） 》（臺北： 文出

版社據民國二十五年[1936] 印 印，1967）， 1，〈 地 一 〉，頁 9；〈太平

會館 史〉，《新馬 會館聯 特刊》（檳城：康華印務公司，1966），頁 33。
37  思 ， ，《（民國） 城 》（上海：上海書 據民國十年[1921]刻 印，

2003），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5a-56a。
38  編，《 番三 族 》，下冊， 印 著頁 ； 思 ， ，《（民

國） 城 》，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5a-55b。有關 豐 年（1854）
發的「 之 」相關討論，參 ࠎ ，〈 年ᗈ東天地ࡢ 〉，《近代中ᅜ

◦究࣮ࢱࣥࢭ彙報》， 2（April 1963），頁 1-14；Frederic E.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139-148; Kim Jaeyoon,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e Red Turban Rebellion in Late Qing 
Chin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1 (2009), pp. 1-35.  

39  、 ，〈 大 之世 大人 五 大慶 文（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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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而一直以來 其為 神 的 會館，歷來 不直接 入何仙姑廟的

理 務，41 今 行的 祀 ， 了 人在廟宇草創時期

關 的 。 會館 年 行 二 ， 日當天會館 會集 前

廣東會館、 、42 （Tubai）廣東義 地，43 暨廣

東 位與 。 的是，在 廣東義 之前，

會 至離 不遠 的一座 名 。據年年參與 的會館

，此 立於「 」時期， 主是一名人稱「 」的 城 ，

其 生平 今 所 ， 一 的 ，是昔時何仙姑廟 創所 的

何仙姑神 ，為 從故鄉 城 而來。44

城人 仙姑神 過番的傳 ，相當程度 了何仙姑信仰與

移民社 之 的 聯 。太平何仙姑廟的「 」 故， 上來自

於 城移民原鄉的何 女仙 傳統之 。 城立 於東 ， 鄰

十大 天之一的 南 地 ，當地何仙姑信仰 於中 時期 南

地、 文獻所 傳的何 女 傳 。 以 ，歷代地方 英以 城

會仙 為根據地， 將遠代 神 中 的神 人物何 女仙， 化

為 有 地方面 的 城在地女神 「何仙姑」，據此發展出 城當地特

                                                          
40  有研究者 稱 是何仙姑廟的創建者， 的出 。不過，從 創 的「海

」商 直 二十世紀 期 是太平何仙姑廟重要的 者與 理者來 ，可 在廟

宇草創 過程中 重要的 。有關 為何仙姑廟創 人 ，參 球，《移國：太

平華 歷史人物集》（檳城：南洋民 文化，2003），頁 5; 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2015), p. 91. 關於海 與

廟宇的關 ， 〈重 廟 〉（1909）；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506, 577. 

41  ，〈 紀 〉，2016 年 4 月 9 日，於霹靂州太平 。按：基於 報 人 的

重，以下 紀 所 的報 人 名，中 以「 」 ， 名者 其名，僅

。
42  位於太平 南 廟後 廣東十 公 左鄰， 稱 ，為太平最早 的華

人公 。 陳 文，〈廣東義 歷史與近年之 概況〉，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

紀 刊》（太平：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1978），頁 10； ，〈 、 紀 〉，

2016 年 4 月 9 日，於霹靂州太平 。
43  廣東義 是 1880 年代後期至 1890 年代 期 立的華人公 。 陳 文，〈廣東義

歷史與近年之 概況〉，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頁 10。
44  ，〈 、 紀 〉，2016 年 4 月 9 日，於霹靂州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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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神 與廟祀 傳統。45 代以來傳 於 城當地 英 的何仙姑

故 稱：何仙姑是 時期生 於 城的何 人 之女，生有 並 行

化 之 ， 仙而 。何 於 之 其所 ，後

化於 ，鄉人 此在其故 即後來的會仙 立 祀。 時 其仙

， 「 」一 以 其仙 。 仙 的 城何 女為

的情 ，自 開始就 於 南 人文化 。46此一神 故在太

平與近打 地何仙姑廟的 現，相當程度 了馬來亞何仙姑信仰與 城 地

信仰傳統的一 相 。 

與 故同 早期太平何仙姑信仰 的 一主 ，是

1909 年太平何仙姑廟〈重 廟 〉中 調的「方 」傳統。47 果

「 」是 於 城 地由來 的 英 傳統， 特別 何

仙姑的 的「方 」， 是同 此一信仰自十九世紀中葉

以來在廣東 三 地區廣 根鄉土社會 理的發展 。 時期，何仙

姑 為 城地方 英 在地文化與 地方 同時， 於 的神

， 而，就廟祀傳統的建立與 而言， 個 三 地區主祀何仙姑

的 廟歷來 有 城 城 的會仙 一 。何仙姑廟祀版 歷來不出 城 城

的現 ，在 豐年 「 之 」後出現了重要的 ： 豐 至同治 期

（1858-1864）， 祀何仙姑的 廟相 立於 城鄉 何仙姑 女

仙與 女的身分 ， 入眾 何 族的 廟與神廟 祀 ， 為不同

                                                          
45  ，〈 仙名— 至 中葉廣東 域的何仙姑信仰與地方社會〉，頁 19-81。
46  武十一年（1378）客 城的文人 地方 之 所著〈何仙姑 〉，彙 了

代之前各 地 、 書、神仙傳 、文人 文 文獻中有關 南何 女 於

仙的傳 ，並新 了前代文 中所 的「 」、「 」 情 。 此文不

僅奠定了 時期 城當地有關何仙姑生平與 的 ，相關情 也廣為 廣東府

方 所 載。 ，〈何仙姑 〉， 入 、陳輝 ，《（康 ）

城 》（上海：上海書 出版社據 康 二十五年[1686]刻 印，2003）， 14，〈外

會仙 〉，頁 12a-13a。 、 ，《（ ） 州府 》

（上海：上海 書 據 天一 藏 刻 印，1961）， 14，〈外 仙 何仙

姑〉，頁 6a； 、史 ，《（ ）廣州府 》（上海：上海書 出版社據

五年[1879]刻 印，2003）， 89，〈 城 二〉，頁 9a。
47  〈重 廟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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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而一直以來 其為 神 的 會館，歷來 不直接 入何仙姑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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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研究者 稱 是何仙姑廟的創建者， 的出 。不過，從 創 的「海

」商 直 二十世紀 期 是太平何仙姑廟重要的 者與 理者來 ，可 在廟

宇草創 過程中 重要的 。有關 為何仙姑廟創 人 ，參 球，《移國：太

平華 歷史人物集》（檳城：南洋民 文化，2003），頁 5; 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2015), p. 91. 關於海 與

廟宇的關 ， 〈重 廟 〉（1909）；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506,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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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何 在地方 重 時期 聯 的 。48「出城」

後的何仙姑，在十九世紀 期至二十世紀 期 大 的廣東，49特別以

過 文、 方 世 人而 名，「 丹 世其 廣」

的 之名與 世人的「大仙」、「何仙姑 」 ，廣傳 、 全

鄰近東 、番 、從化、博 地區。50

、 海：51

， ， ，

， ， ， ， 年 52

前文可 ，太平何仙姑的 城身世 。 而， 奠立廟宇近代

發展基礎的，不僅是 為首的 僑民，來自廣東其他地區的商民社 的

與 ， 了重要的 。1909 年 載廟宇重 由的〈重 廟

〉中， 首「霹靂太平東南 有粵東商民 建何大仙姑廟」之 ，開

                                                          
48  ，〈神 上的 姑 ：何仙姑信仰與 三 地區的女 〉，頁 133-191。
49  、 統時期（1875-1911）是廣東歷代 發大 行的最 ， 載有 的 情 自西

879 年以來有紀 的 情 65%，這 時 以 為 的 、 相 立，

稱由特定神 世所傳 的仙方、 文、 書 ，在當時廣東 結社 潮中 而生。

參 文、 ，〈 廣東 的 〉，《中華 史 》， 37 期 3（2007
年 7 月），頁 146； ，〈論 在 港建立之 其與港、 天 草 之關 〉，

入康 （Paul R. Katz）、 （Vincent Goossaert）主編，《 中國 的五十年：1898-1948》
（臺北：中 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 148-149。

50  何 、周世 、 天 ，〈 （ ）〉（1882），廣州 城區 鎮

何仙姑 廟藏；陳 ，〈 城信 情况〉，《 公 月刊》，期 6（1930
年 1 月），頁 23-26；廣東 民 編，《廣東全 地方紀要》（廣州：東 印務 ，1934），

冊 1，頁 303； 慶 （1903-1993），〈 城 〉（1987 年 ），廣州 城區 城

陳 藏，頁 45。
51  出太平 廣東義 「廣東 位 之 」（1888） 文：「 粵海，

義 南洋」。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0。
52  （1865-1937），〈 〉， 入 博 、陳 編，《南洋名人集傳 第二集》

（檳城：點 印 公司，1924），上冊，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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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 出，此廟的創立是廣東僑民 的 果。 中詳 載 了 重

工程的各方 與個人 獻者身分，其中包括眾 以 地 同為結社基礎

的地 會館。53 過 可以 ， 了 會館外，太平當地其他廣東

鄉 南三、東 、54 、 遠、瓊州、從化、 、 會館，皆

了 者「 ，爭 下筆； 分 域， 後 」的 。551909

年的這 廟行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太平華人社會，何仙姑並

僅 人原鄉神 的身分而 以 方 ，56其廟祀傳統在當地的建

立與 ，是 為廣 分屬不同原鄉 、行業 與方言 （客，廣府，

，瓊州，潮州）的粵僑社 的 同 。

上，何仙姑以粵 華人 之神而 城一方鄉土之神的身分立 太

平，是此廟於 1880 年代 立之 就 在的現 。下文將在十九世紀中葉以

來，北馬華人移民 身的社會 環 、族 治 與地方 版 下

，何仙姑信仰 入馬來亞時 族 傳 的現 ， 上是拉律當地粵僑社

在歷 地方上十 年嚴重的族 立後，同謀 與 的 。

現今何仙姑神座左右一 百年歷史的 ， 可為 開這個故 的

幕。57 的 獻者「連 」，是掌 拉律「新吉 」（Klian Bahru）一帶

的「公司」集 —義 公司 中的著名商 。新吉 現名「 文

」（Kamuting），為十九世紀中葉拉律 吉 包之後所發現的新礦區。相

於海 公司 範圍下的吉 包以廣東 移民為開發主 ，開拓新吉 錫礦

業的華人移民 來自廣東 州 州 。自 1860 年代開始，在拉律礦

                                                          
53  個會館 有 屬之「 」 集並 獻者 名與 金 。
54  南三與東 會館分別是廣州府南海與三 、東 與新 的 鄉 。
55  〈重 廟 〉（1909）。
56  馬來亞何仙姑信仰的相關研究大 為，此一信仰傳統在馬來亞的建立與傳 ，主要

一的 人社 。由於 早期移 馬來亞的 人皆為 客 者，研究者 時 將何

仙姑信仰 一 為所謂的「客 」信仰。參 發，《馬來西亞客 人的 信仰與 》，

頁 9-10；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pp. 81-84. 
57  〈 連 （ ）〉（1887），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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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這 廟行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太平華人社會，何仙姑並

僅 人原鄉神 的身分而 以 方 ，56其廟祀傳統在當地的建

立與 ，是 為廣 分屬不同原鄉 、行業 與方言 （客，廣府，

，瓊州，潮州）的粵僑社 的 同 。

上，何仙姑以粵 華人 之神而 城一方鄉土之神的身分立 太

平，是此廟於 1880 年代 立之 就 在的現 。下文將在十九世紀中葉以

來，北馬華人移民 身的社會 環 、族 治 與地方 版 下

，何仙姑信仰 入馬來亞時 族 傳 的現 ， 上是拉律當地粵僑社

在歷 地方上十 年嚴重的族 立後，同謀 與 的 。

現今何仙姑神座左右一 百年歷史的 ， 可為 開這個故 的

幕。57 的 獻者「連 」，是掌 拉律「新吉 」（Klian Bahru）一帶

的「公司」集 —義 公司 中的著名商 。新吉 現名「 文

」（Kamuting），為十九世紀中葉拉律 吉 包之後所發現的新礦區。相

於海 公司 範圍下的吉 包以廣東 移民為開發主 ，開拓新吉 錫礦

業的華人移民 來自廣東 州 州 。自 1860 年代開始，在拉律礦

                                                          
53  個會館 有 屬之「 」 集並 獻者 名與 金 。
54  南三與東 會館分別是廣州府南海與三 、東 與新 的 鄉 。
55  〈重 廟 〉（1909）。
56  馬來亞何仙姑信仰的相關研究大 為，此一信仰傳統在馬來亞的建立與傳 ，主要

一的 人社 。由於 早期移 馬來亞的 人皆為 客 者，研究者 時 將何

仙姑信仰 一 為所謂的「客 」信仰。參 發，《馬來西亞客 人的 信仰與 》，

頁 9-10；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pp. 81-84. 
57  〈 連 （ ）〉（1887），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00 期

-60-

區特有的港 度 下，58義 公司 中的 州人與後來 加入的

人、潮州人聯 ，以新吉 為根據地，與 並統包吉 包錫礦

的海 公司， 爭拉律地區錫礦產業 而 期 之 。

（一）港門經濟體制下的族群衝突：拉律戰爭與檳榔嶼暴動（Penang Riots, 1867）

1874 年之前，拉律為馬來亞霹靂 國統治下的一個 地，名義上由霹靂

蘇丹所分 的 即馬來 地主 理。 而，在拉律的港 下，

上 理吉 包與新吉 大礦區日 與社會 者，是 馬來

地主直接 包礦區土地的「港 主」。同時，在個別礦區中，與港 主 關

的礦 人（「礦主」）與投 人（「僑主」）、幕後金主（Towkay 

Bantu）以 相關 務的行業公司 人與基 礦工 ， 同 以港

主為首的 生集 。上述拉律礦區與礦 的 者、 者與投 人主要

是華人， 了礦主 礦區 理日 業務外，其他大 住檳榔嶼，以代理人

理拉律 地 務， 是 於 地之 。59十九世紀 著拉律錫礦業的發

                                                          
58  十九世紀的拉律華人 稱礦區為「港 」（kong-moon）。根據 的研究，拉律港 度的

大 下：馬來 地主將礦區土地 包 有 行開發生產的華人，從中

金。 包礦區土地的華人 稱「港 主」（kong-moon-choo）， 了定期 馬來 地主上

定 金外，有 礦區一 務， 分土地 分別 特定「礦主」（Towkay Lombong）
開 礦 、分 地、 特 行業（ 、 ） 商 （ 片、 ） 。礦主

港 主 包礦區土地，為 理礦 的人，而其 與所 為礦 投 人即「僑主」

（kiow-choo / Towkay Labor）所 集， 的港 主 也身 僑主的 。此外，

僑主在 金 時， 可 所謂幕後金主（Towkay Bantu）的第三方投 者 以 集 金。

以港 主、礦主、僑主、幕後金主 工 所 的港 ，是 十九世紀拉律華人

社會結 的主 。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臺北：國立臺 範大學地理學 博 論文，2016 年 8 月），頁

84-96。按：十九世紀英國殖民 直接 馬來半島各邦治理的時期，由華人 馬來統治

者 包特定地理區 以 行區域開發的方 其 生的 度， 的 可 國於

1833 年至 1917 年 行的港主 度。港主 度中所謂的「港」， 義為 一 港的 所

的 區域，開港者稱為「港主」，定期 馬來統治者 金， 「港 」即港區

的土地 殖 特 行業、商 的 特 ，並 民的行 與 務。參 ，

〈 華人拓殖史〉， 入 華、 慶 編，《 新 華文史料 編》（新 ：陶 書 ，

2008），頁 315-339。
59  十九世紀的檳榔嶼 了是 投 拉律錫礦業的 地， 是拉律錫產 外主要 出

，同時也是華人移民從中國南來北馬的 地與中 ，為拉律礦區所 的主要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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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拉律與檳榔嶼在 、 、物 的 連下， 為 與社會

度 並相 建的 邊社會。

吉 包與新吉 自 1850 年代開 以來， 為檳榔嶼 大華人「公

司」—海 與義 的 地 。海 在檳榔嶼暨拉律的 ，為十九

世紀後半葉吉 包的港 主，而義 由檳榔嶼 部 於拉律的歷 首 ，

相 掌 了新吉 的礦區土地 與 理 。1850 至 1860 年代，拉律海

公司的 主要為廣州 城 客 人 ，60拉律義 公司的 為

州 客 。吉 包、新吉 在地理位 上相 毗鄰，礦 與 地的爭 以

原鄉文化 ， 海 與義 造 在拉律的 爭關 ，時而

發 而 。由於 礦區 分 上的爭 ，海 與義 之 的

爭 化， 方 在 1862 年 發大 ，為第一 拉律戰爭。

期 義 在新吉 的礦 為海 的 行 所 ，大批 至檳榔嶼

。最後，在檳榔嶼海峽殖民地 的 下，義 以重 拉律。

1862 年的爭 後不 ，第二 嚴重的武裝衝突接著於 1865 年發生。

在 方 相 的過程中，由於馬來 地主 入 海 ，義 下的礦 為

海 所 ，拉律義 首 暨新吉 港 主蘇 為馬來當 ， 百

名義 於 中 生， 下者 檳榔嶼。611860 年代 拉律

義 主 的 州人在此 後，大批 出霹靂 南方的雪蘭莪

（Selangor）發展。1865 年這 衝突不僅重 義 公司在拉律的 ，同時也

接 了 1867 年檳榔嶼 的發生。62

1867 年的檳榔嶼大 ，是第二 與第三 拉律戰爭之 的 。 年 8

月，在海峽殖民地 府的 下，義 與 一「公司」 大 公會（ 稱「建

                                                          
60  代以前， 城當地 民主要以廣州 為 。入 之後， 客 的移民 由英 、 與

州 入。根據 1990 年的人 查結果，當代 城 民的人 分布結 上，以廣州 為

的 民 人 的百分比 60%，以客 為 的 民 40%。參 城 地方 編 會

編，《（1995） 城 》（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869。
61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120-125.
62  陳 ，《 近義 公司》（檳城：陳 ，2015），頁 139-146；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12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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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特有的港 度 下，58義 公司 中的 州人與後來 加入的

人、潮州人聯 ，以新吉 為根據地，與 並統包吉 包錫礦

的海 公司， 爭拉律地區錫礦產業 而 期 之 。

（一）港門經濟體制下的族群衝突：拉律戰爭與檳榔嶼暴動（Penang Riots, 1867）

1874 年之前，拉律為馬來亞霹靂 國統治下的一個 地，名義上由霹靂

蘇丹所分 的 即馬來 地主 理。 而，在拉律的港 下，

上 理吉 包與新吉 大礦區日 與社會 者，是 馬來

地主直接 包礦區土地的「港 主」。同時，在個別礦區中，與港 主 關

的礦 人（「礦主」）與投 人（「僑主」）、幕後金主（Towkay 

Bantu）以 相關 務的行業公司 人與基 礦工 ， 同 以港

主為首的 生集 。上述拉律礦區與礦 的 者、 者與投 人主要

是華人， 了礦主 礦區 理日 業務外，其他大 住檳榔嶼，以代理人

理拉律 地 務， 是 於 地之 。59十九世紀 著拉律錫礦業的發

                                                          
58  十九世紀的拉律華人 稱礦區為「港 」（kong-moon）。根據 的研究，拉律港 度的

大 下：馬來 地主將礦區土地 包 有 行開發生產的華人，從中

金。 包礦區土地的華人 稱「港 主」（kong-moon-choo）， 了定期 馬來 地主上

定 金外，有 礦區一 務， 分土地 分別 特定「礦主」（Towkay Lombong）
開 礦 、分 地、 特 行業（ 、 ） 商 （ 片、 ） 。礦主

港 主 包礦區土地，為 理礦 的人，而其 與所 為礦 投 人即「僑主」

（kiow-choo / Towkay Labor）所 集， 的港 主 也身 僑主的 。此外，

僑主在 金 時， 可 所謂幕後金主（Towkay Bantu）的第三方投 者 以 集 金。

以港 主、礦主、僑主、幕後金主 工 所 的港 ，是 十九世紀拉律華人

社會結 的主 。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臺北：國立臺 範大學地理學 博 論文，2016 年 8 月），頁

84-96。按：十九世紀英國殖民 直接 馬來半島各邦治理的時期，由華人 馬來統治

者 包特定地理區 以 行區域開發的方 其 生的 度， 的 可 國於

1833 年至 1917 年 行的港主 度。港主 度中所謂的「港」， 義為 一 港的 所

的 區域，開港者稱為「港主」，定期 馬來統治者 金， 「港 」即港區

的土地 殖 特 行業、商 的 特 ，並 民的行 與 務。參 ，

〈 華人拓殖史〉， 入 華、 慶 編，《 新 華文史料 編》（新 ：陶 書 ，

2008），頁 315-339。
59  十九世紀的檳榔嶼 了是 投 拉律錫礦業的 地， 是拉律錫產 外主要 出

，同時也是華人移民從中國南來北馬的 地與中 ，為拉律礦區所 的主要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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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並相 建的 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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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半葉吉 包的港 主，而義 由檳榔嶼 部 於拉律的歷 首 ，

相 掌 了新吉 的礦區土地 與 理 。1850 至 1860 年代，拉律海

公司的 主要為廣州 城 客 人 ，60拉律義 公司的 為

州 客 。吉 包、新吉 在地理位 上相 毗鄰，礦 與 地的爭 以

原鄉文化 ， 海 與義 造 在拉律的 爭關 ，時而

發 而 。由於 礦區 分 上的爭 ，海 與義 之 的

爭 化， 方 在 1862 年 發大 ，為第一 拉律戰爭。

期 義 在新吉 的礦 為海 的 行 所 ，大批 至檳榔嶼

。最後，在檳榔嶼海峽殖民地 的 下，義 以重 拉律。

1862 年的爭 後不 ，第二 嚴重的武裝衝突接著於 1865 年發生。

在 方 相 的過程中，由於馬來 地主 入 海 ，義 下的礦 為

海 所 ，拉律義 首 暨新吉 港 主蘇 為馬來當 ， 百

名義 於 中 生， 下者 檳榔嶼。611860 年代 拉律

義 主 的 州人在此 後，大批 出霹靂 南方的雪蘭莪

（Selangor）發展。1865 年這 衝突不僅重 義 公司在拉律的 ，同時也

接 了 1867 年檳榔嶼 的發生。62

1867 年的檳榔嶼大 ，是第二 與第三 拉律戰爭之 的 。 年 8

月，在海峽殖民地 府的 下，義 與 一「公司」 大 公會（ 稱「建

                                                          
60  代以前， 城當地 民主要以廣州 為 。入 之後， 客 的移民 由英 、 與

州 入。根據 1990 年的人 查結果，當代 城 民的人 分布結 上，以廣州 為

的 民 人 的百分比 60%，以客 為 的 民 40%。參 城 地方 編 會

編，《（1995） 城 》（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869。
61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 pp. 120-125.
62  陳 ，《 近義 公司》（檳城：陳 ，2015），頁 139-146；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12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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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發生衝突，最後 為 十日的大 ，檳榔嶼全 日

於 ， 殖民 府出 。63 主 大 公會與義 公司，是

當時檳榔嶼 最大的 個華人公司集 。1860 年代，檳榔嶼義 部 以

廣東 、潮州、 州與 州人 為 ， 主要以 為主；64

大 公會 主要為 建 、 ，首 與 部 為當時北馬華人社會中

名 一時的「 」（Towkay, 業主）。 面上 來，海

並 出面直接參與這 衝突， 而 上， 與 以

三 、 、 隆 海 部 要 ，皆與大 公會 在 的社

會交 與 關 ，65而這 人的 建「 」， 是在拉

律—檳榔嶼 的產業 下投 海 的重要金主。66是以檳榔嶼這

，一部分可 是海 與義 在拉律昔日戰 的 ，同時也 了下一

大 的爭 。

特別 的是，1860 年代上述武裝衝突 相 發生之後，海 、

義 方 在拉律的族 結 。一方面，原 以 客 為

主 的海 公司，在 刻 拉 南海、番 、 、東 、 廣、

客僑民的族 下，67 為所謂「五 」（Ng Yuen / Go Kwan）暨檳城

建大 公會的集 聯 。68 一方面，義 公司的 州 會眾在 1865 年第

                                                          
63  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頁 116-118。
64  陳 ，《 近義 公司》，頁 115-130。
65  〈重 廣 （ ）〉（1862），檳州 治 廣 藏；〈重 海 嶼大 公 （ ）〉

（1864），檳州 治 大 公 大 公 藏；〈 慶（ ）〉（1868），檳州 治

大 公 大 公 藏； 編，《 番三 族 》，下冊， 印 著頁 。
66  Khoo Kay Kim, “Notes on the Larut Disturbances,” p. x. 
67  〈重 五 書 （ ）〉（1898），檳州 治 五 書 （按： 名檳城五 廣州府會

館）藏；〈五 書 創建 會 （ ）〉（1901），檳州 治 五 書 藏。 可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805-820。
68  文獻上有關「五 」的 述不一，相關研究者的定義 之分 。Mervyn L. Wynne 為「五

」是 城、南海、番 、 與東 。 與 Wilfred Blythe 為是南海、番 、 、東

、 ，這五 集 由 城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p. 
264; 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頁 72；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54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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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律戰爭後大批 出拉律，而以新 、新會為主的 人 了這

個 ，69加上後來潮州人的加 ，拉律的義 此 為所謂「 」（Sz 

Yip） 「 」（See Kwan）暨潮州的聯 。70

1872 年，礦區區界 分爭 、 地 爭衝突以 1860 年代 為

的族 結 ， 海 與義 在拉律的 爭 ，而一 方 皆 入

其中的 ，引 了 前此衝突 為 的戰 。義 拉律分 亞

在 中為海 人所 ，不過在新吉 新 港 主陳亞 （陳 ）71

（Chin Ah Yam / Chin Seng Yam, ?-1899） 的 行 中，海 在戰 上

了前所 有的 ， 至 義 出拉律。此後 年 方 相 報 的

武裝 ，拉律全區 入生產 的 ，加之拉律海

全為義 ，檳榔嶼 拉律之 的交 與 ，72檳榔嶼所有與拉

律相關的工商 大 。 論是海 —「五 」公司 是義 —

「 」公司， 下 與結 者所 的人 與 皆

可 。同時，這 年的衝突 為 方 皆 爭 馬來 地主的

，而 入當時霹靂 國 部的 位 爭， 為一 華社

與馬來統治者 其中、 身的 ，最終開 了英國殖民 府

入馬來土邦 的 。

                                                          
69  陳 ，《 近義 公司》，頁 146。
70  Mervyn L. Wynne 為「 」是新 、新會二 與 慶、 州二府，Wilfred Blythe 為是新

、新會、開平、 平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p. 264;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542-543.  

71  陳亞 為廣東 新 人。陳 在第二 拉律戰爭（1865）時 是義 ，第三 拉律戰爭

（1872-1874）期 為義 檳榔嶼 主何義 在拉律的代理人。C. S. Wong（ ）,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pp. 70-77.

72  1877 年之前，拉律 與 外的 。載 人 的大 從檳榔嶼 拉律海 後，

由十八 （Sapetang） 馬 （Matang） 拉律 至吉 包 新吉 礦區。

，〈太平開埠 史〉，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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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發生衝突，最後 為 十日的大 ，檳榔嶼全 日

於 ， 殖民 府出 。63 主 大 公會與義 公司，是

當時檳榔嶼 最大的 個華人公司集 。1860 年代，檳榔嶼義 部 以

廣東 、潮州、 州與 州人 為 ， 主要以 為主；64

大 公會 主要為 建 、 ，首 與 部 為當時北馬華人社會中

名 一時的「 」（Towkay, 業主）。 面上 來，海

並 出面直接參與這 衝突， 而 上， 與 以

三 、 、 隆 海 部 要 ，皆與大 公會 在 的社

會交 與 關 ，65而這 人的 建「 」， 是在拉

律—檳榔嶼 的產業 下投 海 的重要金主。66是以檳榔嶼這

，一部分可 是海 與義 在拉律昔日戰 的 ，同時也 了下一

大 的爭 。

特別 的是，1860 年代上述武裝衝突 相 發生之後，海 、

義 方 在拉律的族 結 。一方面，原 以 客 為

主 的海 公司，在 刻 拉 南海、番 、 、東 、 廣、

客僑民的族 下，67 為所謂「五 」（Ng Yuen / Go Kwan）暨檳城

建大 公會的集 聯 。68 一方面，義 公司的 州 會眾在 1865 年第

                                                          
63  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頁 116-118。
64  陳 ，《 近義 公司》，頁 115-130。
65  〈重 廣 （ ）〉（1862），檳州 治 廣 藏；〈重 海 嶼大 公 （ ）〉

（1864），檳州 治 大 公 大 公 藏；〈 慶（ ）〉（1868），檳州 治

大 公 大 公 藏； 編，《 番三 族 》，下冊， 印 著頁 。
66  Khoo Kay Kim, “Notes on the Larut Disturbances,” p. x. 
67  〈重 五 書 （ ）〉（1898），檳州 治 五 書 （按： 名檳城五 廣州府會

館）藏；〈五 書 創建 會 （ ）〉（1901），檳州 治 五 書 藏。 可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805-820。
68  文獻上有關「五 」的 述不一，相關研究者的定義 之分 。Mervyn L. Wynne 為「五

」是 城、南海、番 、 與東 。 與 Wilfred Blythe 為是南海、番 、 、東

、 ，這五 集 由 城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p. 
264; 著， 前度 ，《馬來亞華僑史》，頁 72；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54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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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律戰爭後大批 出拉律，而以新 、新會為主的 人 了這

個 ，69加上後來潮州人的加 ，拉律的義 此 為所謂「 」（Sz 

Yip） 「 」（See Kwan）暨潮州的聯 。70

1872 年，礦區區界 分爭 、 地 爭衝突以 1860 年代 為

的族 結 ， 海 與義 在拉律的 爭 ，而一 方 皆 入

其中的 ，引 了 前此衝突 為 的戰 。義 拉律分 亞

在 中為海 人所 ，不過在新吉 新 港 主陳亞 （陳 ）71

（Chin Ah Yam / Chin Seng Yam, ?-1899） 的 行 中，海 在戰 上

了前所 有的 ， 至 義 出拉律。此後 年 方 相 報 的

武裝 ，拉律全區 入生產 的 ，加之拉律海

全為義 ，檳榔嶼 拉律之 的交 與 ，72檳榔嶼所有與拉

律相關的工商 大 。 論是海 —「五 」公司 是義 —

「 」公司， 下 與結 者所 的人 與 皆

可 。同時，這 年的衝突 為 方 皆 爭 馬來 地主的

，而 入當時霹靂 國 部的 位 爭， 為一 華社

與馬來統治者 其中、 身的 ，最終開 了英國殖民 府

入馬來土邦 的 。

                                                          
69  陳 ，《 近義 公司》，頁 146。
70  Mervyn L. Wynne 為「 」是新 、新會二 與 慶、 州二府，Wilfred Blythe 為是新

、新會、開平、 平 。Mervyn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p. 264;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pp. 542-543.  

71  陳亞 為廣東 新 人。陳 在第二 拉律戰爭（1865）時 是義 ，第三 拉律戰爭

（1872-1874）期 為義 檳榔嶼 主何義 在拉律的代理人。C. S. Wong（ ）,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pp. 70-77.

72  1877 年之前，拉律 與 外的 。載 人 的大 從檳榔嶼 拉律海 後，

由十八 （Sapetang） 馬 （Matang） 拉律 至吉 包 新吉 礦區。

，〈太平開埠 史〉，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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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 與

1874 年 1 月，在海峽殖民地 府 入與交 之下，霹靂蘇丹、「五

」與「 」 方 下的華人 ，同 將 此爭 的 交 英國。

當月 20 日，各方代 在英國的 集下前 邦 島 行 ， 霹靂治理與

華人礦區爭 ， 了馬來文與華文 個版 的《邦 定》。在英國與馬來

統治者 方 的馬來文版 定中，為了 英 華商在霹靂的商業 重新

，霹靂蘇丹同 接 英國的 以 其治理霹靂 國：海峽殖民地

府 以 「參 司」（Resident） 入霹靂，一 行 務的 理、

的 與 ，皆 根據參 司的 行。73這 定 霹靂在參

司 度（Residential System）的 行下 為英國的殖民地，也開 日後

英國 霹靂 其他馬來土邦 的 。

「五 」與「 」的爭 主要在華、英 方 同 的華文版 定中

。其時吉 包與新吉 港 主— 與陳亞 ，分別代 海 與

義 ，連同其他 25 位拉律的礦 者與投 者 關 人，在 定中一 接

海峽殖民地 府 於拉律礦務爭 的 ， 包括 方 武

裝、自由 拉律礦 工 ，以 由海峽殖民地 府 的 同 邊

各自 的一名華人代 會，以 原 同 礦區 務中的

爭 。74

1874 年的《邦 定》引 霹靂 入了一個新時代。英國殖民 府

接 霹靂，拉律地方 期以來引發華人衝突的根 —礦區地界 分 ，在

殖民 府代 出面 與 定之下 落定。吉 包與新吉 之 的分界

，在「五 」與「 」代 的 可下 立。自此， 有 地界範圍的吉

                                                          
73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4[C. 1111], pp. 81-82; 著， 前度 ，《馬來亞

華僑史》，頁 75。
74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 76;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

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頁 1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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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區域 為海 所屬地 ，新吉 屬於義 。同時，殖民 府並

著 在戰 後的拉律地區 行社會重 與 鎮建 。英國首 在吉 包地區建

立了一個名為「太平」的新 鎮， 結 爭戰，期 遠的 平（Grand 

Peace）； 外於新吉 範圍 建立了一個名為「 文 」的 鎮。太平與

文 發展 為拉律的 鎮，特別是太平，由於英國參 司與霹靂 國

的行 中 立於此而 為霹靂的首府（1876-1937），城 基礎建

，商業、文 此 發展。自 1880 年代 ，太平的發展與重要

文 所 ，不僅 為拉律全區的代 城 ， 是當時 個霹靂的 治與

中 。75

著英治時期的來臨與太平的開埠，拉律華人社會原 以廣東人為主的族

結 開始出現 。1874 年之前奠立拉律發展基礎的廣東人 外移，76而

以閩南 為主的 建人 在太平開埠後 移入，77在當地 發展 一 可

與廣東人分 的社 。78相 於拉律 時期廣東社 部 分

立、各擁 的現 ，拉律戰爭後 帶 商業 太平的閩 人，一

開始就 廟宇 神 信仰， 為集結人 、統 建商民 的主要方

。 1885 至 1887 年之 落 於拉律 打（Kota）地區別稱「閩中 廟」

的 ，即為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 期代 建 僑民社 的

                                                          
75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862-864;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頁 201-214。
76  著太平南方近打 域豐富錫礦 在 1880 年代的 開發， 原 於拉律從 錫礦業的

廣東人 近打地區發展。Kho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2005), p. 18. 

77  「自 律(Larut)開埠以來，吾閩人之 土者， 有 。」〈 建 引（ ）〉（1894），
引自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1。

78  建人 大 的 自 1880 年代開始，一直 二十世紀上半葉。在 1931 年的人 調

查報 中， 建 民 過 個拉律地區 人 的 40%， 為拉律最大的社 ， 建 在當

時 為拉律華人社會主 的 言。C. A. Vlieland, British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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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 1 月，在海峽殖民地 府 入與交 之下，霹靂蘇丹、「五

」與「 」 方 下的華人 ，同 將 此爭 的 交 英國。

當月 20 日，各方代 在英國的 集下前 邦 島 行 ， 霹靂治理與

華人礦區爭 ， 了馬來文與華文 個版 的《邦 定》。在英國與馬來

統治者 方 的馬來文版 定中，為了 英 華商在霹靂的商業 重新

，霹靂蘇丹同 接 英國的 以 其治理霹靂 國：海峽殖民地

府 以 「參 司」（Resident） 入霹靂，一 行 務的 理、

的 與 ，皆 根據參 司的 行。73這 定 霹靂在參

司 度（Residential System）的 行下 為英國的殖民地，也開 日後

英國 霹靂 其他馬來土邦 的 。

「五 」與「 」的爭 主要在華、英 方 同 的華文版 定中

。其時吉 包與新吉 港 主— 與陳亞 ，分別代 海 與

義 ，連同其他 25 位拉律的礦 者與投 者 關 人，在 定中一 接

海峽殖民地 府 於拉律礦務爭 的 ， 包括 方 武

裝、自由 拉律礦 工 ，以 由海峽殖民地 府 的 同 邊

各自 的一名華人代 會，以 原 同 礦區 務中的

爭 。74

1874 年的《邦 定》引 霹靂 入了一個新時代。英國殖民 府

接 霹靂，拉律地方 期以來引發華人衝突的根 —礦區地界 分 ，在

殖民 府代 出面 與 定之下 落定。吉 包與新吉 之 的分界

，在「五 」與「 」代 的 可下 立。自此， 有 地界範圍的吉

                                                          
73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4[C. 1111], pp. 81-82; 著， 前度 ，《馬來亞

華僑史》，頁 75。
74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 76;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

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頁 1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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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區域 為海 所屬地 ，新吉 屬於義 。同時，殖民 府並

著 在戰 後的拉律地區 行社會重 與 鎮建 。英國首 在吉 包地區建

立了一個名為「太平」的新 鎮， 結 爭戰，期 遠的 平（Grand 

Peace）； 外於新吉 範圍 建立了一個名為「 文 」的 鎮。太平與

文 發展 為拉律的 鎮，特別是太平，由於英國參 司與霹靂 國

的行 中 立於此而 為霹靂的首府（1876-1937），城 基礎建

，商業、文 此 發展。自 1880 年代 ，太平的發展與重要

文 所 ，不僅 為拉律全區的代 城 ， 是當時 個霹靂的 治與

中 。75

著英治時期的來臨與太平的開埠，拉律華人社會原 以廣東人為主的族

結 開始出現 。1874 年之前奠立拉律發展基礎的廣東人 外移，76而

以閩南 為主的 建人 在太平開埠後 移入，77在當地 發展 一 可

與廣東人分 的社 。78相 於拉律 時期廣東社 部 分

立、各擁 的現 ，拉律戰爭後 帶 商業 太平的閩 人，一

開始就 廟宇 神 信仰， 為集結人 、統 建商民 的主要方

。 1885 至 1887 年之 落 於拉律 打（Kota）地區別稱「閩中 廟」

的 ，即為十九世紀 至二十世紀 期代 建 僑民社 的

                                                          
75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862-864;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來亞 律地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頁 201-214。
76  著太平南方近打 域豐富錫礦 在 1880 年代的 開發， 原 於拉律從 錫礦業的

廣東人 近打地區發展。Khoo Salma Nasution and Abdur-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2005), p. 18. 

77  「自 律(Larut)開埠以來，吾閩人之 土者， 有 。」〈 建 引（ ）〉（1894），
引自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1。

78  建人 大 的 自 1880 年代開始，一直 二十世紀上半葉。在 1931 年的人 調

查報 中， 建 民 過 個拉律地區 人 的 40%， 為拉律最大的社 ， 建 在當

時 為拉律華人社會主 的 言。C. A. Vlieland, British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31 Census 
and on Certain Problems of Vital Statistics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32),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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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下文將 一 ，太平何仙姑廟即是在此一地方 治新 與族 結

的 下 立。

、 ：

， ，

， ，

（1909）80

吉 包港 主 與新吉 港 主陳亞 ，在 1874 年 1 月 20 日邦 島

會 結 三日後， 為英殖民 府 為「 會」（Pacification 

Commission）中的華 ，與海峽殖民地 戰後 方武

裝 礦區定界 。81同年 11 月， 人 一 為英方 以「甲 丹」

（Kapitan）之 ，82海 就 為拉律「五 」暨 建人的甲 丹，83

義 陳亞 為拉律「 」 的甲 丹。84在大 平與 建社

的 1880 年代 始， 位港 主 過甲 丹 與華社首 身分

所 的一 廟宇 建行 ，為 方 了 之 的第一 礎 。

                                                          
79  在 1931 年太平 建會館 建立 公會所之前， 一直是 建 鄉 之 ，為

全 建社 的 。〈 （ ）〉（1887），霹靂州太平 藏；〈 地 〉

（1891）、〈太平 建會館落 〉（1931），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

刻萃編》，冊 3，頁 1049、1080。
80  〈仙 廟鎮 邦（ 聯）〉（1909），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81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p. 77-78.
82  華人甲 丹 度是英殖民馬來亞時期 華人社 所建立的 理 度。移民 府 選並 特定

華人 人「甲 丹」之 以 特定的特 ， 其 府 理華人社 ， 此將華人 入

英國的治理 統。C. S. Wong, “Forward,” in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83  在 1874 年太平開埠之前，拉律當地的 建人 相 於廣東人僅為 ，在拉律的港 下

於 的海 「五 」 。參 ，〈國 、產業與地方社會的 ：馬來亞 律地

域華人社會的 與 （1848-1911）〉，頁 317。
84  The Strait Times [Singapore], 14 November 1874,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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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的

1882 與 1883 年之交，在 來為「 」地 的 文 埠（新吉 ），甲

丹陳亞 與義 下重要商 者 、85 （1846-1917）、86

87 所 同 建的「三 」—粵東 廟 落 ，88廟宇主祀「三

」連、 、 三 神，89 祀 、九天 女與 仙 。在眾 「

」 的 者名 中，特別引人 目的，是以「 丹」（甲 丹）

金的 其 。 的 200 金 在以個人

名義 行 的 者中位 首，90 的 150 僅 於 ，

與義 的 暨商 「連 」 並 第二。91

以拉律華民甲 丹身分 「 」 出的 之 ，

就 「五 」與「 」 方 的 ，同時也為之後各方粵 社 行

的一 分 的行 ， 了 點 的帶 。1883 年 天， 離粵

東 廟 工 月後， 的同 鄉 暨「五 」 主 商民，以「

                                                          
85  為廣東 慶府開平 人。 至 在 1873 年第三 拉律戰爭期 就 是義 的

，在 文 開 連 公司（按：即前文 之連 ）， 錫米 。 〈名英

主 料〉， 入陳 ，《 近義 公司》，頁 205；“The Petition of Chin Ah Yam and Others,” 
(May 1873) appended in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p. 104-106；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90, p. 259. 

86  名 ，廣東 廣州府新會 人。 13 南來， 新加坡，後至霹靂拉律

、交 與礦業，拉律戰後 霹靂州近打、雪蘭莪州發展，二十世紀 為雪蘭莪著名的礦

，在吉隆坡有 大的社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893-895, 898. 

87  是 文 商 「泰隆 」的創 人， 地不詳， 錫米 。 〈重建馬

廟 （ ）〉（1893），霹靂州太平馬 廟藏；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90, p. 
260. 

88  〈三 （ ）〉（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建粵東 廟 （ ）〉（1882/83），
粵東 廟藏。

89  當地 稱的「三 」為 行於廣東 潮州府、 州與 州府 海豐地區的三 國 信仰。

參陳 ，〈民 信仰與 以來 中下 地方社會的 〉，《東 歷史學報》，期 14（2005
年 12 月），頁 37-43。

90  金 在全部 者當中 名第九，前八名皆為以商 名義的 ，金 從 470 至 210
不 。〈 建粵東 廟 （ ）〉（1882/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91  〈 建粵東 廟 （ ）〉（1882/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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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眾 」名義， 粵東 廟 祀的 獻上「 」 ；92

而在第三 拉律戰爭中與「五 」同 的 建人， 以「 建會館」之名 廟

方 了「 」之 。93當 方 過粵東 廟創建一 而

來之時，同年 ，「五 」與「 」聯 建的 南 廟，落 於太平

（吉 包）與 文 （新吉 ）的交界地帶。94 南 廟主祀 州人 稱「

公 」的 公仙 ，95 祀 、 公生 、96天 、97 天上 98

神。99此一神 將 州、 、瓊州、潮州 社 的原鄉信仰 集於一 ，

這 原 立的族 。100

粵東 廟與 南 廟的創 ， 了 由信仰之 後 生者的創 、

社 部的 同、 不同社 此 的 ， 一個重要的目

的，是建立 與 料 者身後 的 。粵東 廟的地理位 鄰近開 於

1881 年前後的 文 廣東義 ，是「 」聯 戰 的「廣東 府

義 」以 「廣東公司 」所在之 。101粵東 廟 立之 ， 建

                                                          
92  〈 （ ）〉（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93  〈 （ ）〉（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94  〈 南 廟（ ）〉（1883），霹靂州太平 文 粵東 廟藏。
95  ，〈粵 神 公考〉，《 》，期 4（2009 年 11 月），頁 47-51。
96  公生 為 上 即 城東北部 西部的地方信仰。 文海 ，《（ ） 城

》（上海：上海書 出版社據 刻 印，1990）， 8，〈人物 仙 傳 〉，

頁 253-255。
97  天 為瓊州移民最重要的信仰 。〈瓊州會館 建 （ ）〉（1901），檳州 治

瓊州會館暨天 藏；《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太平瓊州會館史〉，頁 66、68。
98  天上 為廣東潮 地區重要的民 信仰神 之一， 為新馬一帶潮州 最重要的 神

。參 ，〈 神 會的傳統、傳 —以潮州 馬來西亞新 為中 的比 研究〉，

入 國 、 英、 主編，《國 移民與僑鄉研究：2012 歷史、現 、 （下）》

（北 ：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頁 275、277-279。
99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106。
100  南 廟在 1995-1998 年 行重建之前，廟中 在 4 分別由 瓊州、會 、南番 、新

會 鄉 於 1883 年 獻的 。 球，〈 〉，《 日報》（吉隆坡），2006
年 8 月 20 日， 文可 於「大 的國度： 城太平」 ，http://taiping.blogkaki.net/2006/09/
（2016 年 4 月 6 日 ）。

101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68-1069。按：「 廣東 府義

」 在 1957 年太平 州會館重 時 為「 州六府義 」。《太

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太平 州會館館史〉，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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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所 「 」 祀戰 之 ，以 廟宇當代於 方 理部

所 冊的「新港 粵東 廟暨義 理 會」之名，一定程度 了此廟最

創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鎮 拉律戰爭期 者的 。 的 出

現在 南 廟。 南 廟廟中 的「 英 」 ，102以 其後 建立於

1860 至 1870 年代的「廣東十 義 」 ，103 現的是與粵東 廟相 的

的 與 。

1880 年代前期粵東 廟 南 廟的 後建立， 在當時 以廣東人

為 的拉律華人社會中 了 生的 圍， 其是 南 廟的出現，代

了各方粵 謀建 全 廣東社 的 。 而言，「五 」

的主 是 南番 的廣州府 人 ，「 」 是 廣 二府

的 州 人，不過 南 廟 祀的神 了 人 的 公 外，

其主祀的 公 ， 的族 是第二 拉律戰爭前 與 人分 的

州人，至於 祀的天 與 天上 ， 是 當時人 的瓊州人與潮

州人的原鄉信仰。廟宇 祀 的 一 ，這座落 時 稱是「廣東

公立」 南 廟的建立，104 上是「五 」與「 」 人 同 以

主 粵 社 的文化 ，為 方 之 工程的 。

（ ） ： 與 的

1883 年 南 廟落 前後， 以為 太 人 之由， 「大

吡叻甲 丹」之 鄉。105在故 城與 城廣州， 鄉 ，

建 、書 ，並 立 年學 學的冊金 。 一方面，由於 鄉

期 中 戰爭（1883-1885） 發， 過 ， 二

                                                          
102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30。
103  陳 文，〈廣東義 歷史與近年之 概況〉，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

頁 10；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68。
104  〈 南 廟（ ）〉（1883）。
105  〈 〉（1898），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700。

按：「大 叻」中的「大 叻」 霹靂州，「 叻」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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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0 日， 文可 於「大 的國度： 城太平」 ，http://taiping.blogkaki.net/2006/09/
（2016 年 4 月 6 日 ）。

101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68-1069。按：「 廣東 府義

」 在 1957 年太平 州會館重 時 為「 州六府義 」。《太

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太平 州會館館史〉，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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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所 「 」 祀戰 之 ，以 廟宇當代於 方 理部

所 冊的「新港 粵東 廟暨義 理 會」之名，一定程度 了此廟最

創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鎮 拉律戰爭期 者的 。 的 出

現在 南 廟。 南 廟廟中 的「 英 」 ，102以 其後 建立於

1860 至 1870 年代的「廣東十 義 」 ，103 現的是與粵東 廟相 的

的 與 。

1880 年代前期粵東 廟 南 廟的 後建立， 在當時 以廣東人

為 的拉律華人社會中 了 生的 圍， 其是 南 廟的出現，代

了各方粵 謀建 全 廣東社 的 。 而言，「五 」

的主 是 南番 的廣州府 人 ，「 」 是 廣 二府

的 州 人，不過 南 廟 祀的神 了 人 的 公 外，

其主祀的 公 ， 的族 是第二 拉律戰爭前 與 人分 的

州人，至於 祀的天 與 天上 ， 是 當時人 的瓊州人與潮

州人的原鄉信仰。廟宇 祀 的 一 ，這座落 時 稱是「廣東

公立」 南 廟的建立，104 上是「五 」與「 」 人 同 以

主 粵 社 的文化 ，為 方 之 工程的 。

（ ） ： 與 的

1883 年 南 廟落 前後， 以為 太 人 之由， 「大

吡叻甲 丹」之 鄉。105在故 城與 城廣州， 鄉 ，

建 、書 ，並 立 年學 學的冊金 。 一方面，由於 鄉

期 中 戰爭（1883-1885） 發， 過 ， 二

                                                          
102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30。
103  陳 文，〈廣東義 歷史與近年之 概況〉，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

頁 10；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68。
104  〈 南 廟（ ）〉（1883）。
105  〈 〉（1898），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頁 700。

按：「大 叻」中的「大 叻」 霹靂州，「 叻」 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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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其 族 上至 發，下至 大 三 大日，三代

。106

結 鄉之 馬來亞僑 地的甲 丹 ， 「 國」二 大

環，107在檳榔嶼與拉律的華社 務上展 出 的 。1886 年前

後於檳榔嶼，為了化 拉律戰爭期 海 與義 的 華界所造 的 ，

在英殖民 府的 、各方閩粵 人的 以 眾 商 與地 鄉 的

下，新 的 族 華人社 —平 公館 立，108 在過程中出

。109此 是 年的 於十九世紀最終十年 參與檳榔嶼公

務， 以 身當時北馬新 的華人 社交 的 。110

1885 年至 1887 年期 ，與檳榔嶼平 公館 立一 相 的，是太平

何仙姑廟與廣東會館的創 。「五 」 「 」中的主 —廣 二府的客

、廣府與 商民，在英殖民 府的 下， 於太平埠第二

後 建何仙姑廟以 廣東會館。111何仙姑廟草創於 1885 年前後，主祀

故 之神何仙姑。1887 年 ，北霹靂廣東會館 立 。112會館落

之 ，廣府 商 陳 全、 、 球、區 、 人以會館

建 理的身分， 何仙姑廟 獻鎮 的 ， 會館全 廟宇的

                                                          
106  思 ， ，《（民國） 城 》， 12，〈 〉，頁 3b；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6a； 博 、陳 編，《南洋名人集傳 第二集》，

上冊，頁 10； 編，《 番三 族 》， 印 著頁 。
107  當時馬來亞華僑稱 國中國為「 國」，稱移 的英殖民馬來亞為「移國」。參 球，《移

國：太平華 歷史人物集》，頁 6。
108  平 公館 名平 會館。關於平 公館的 與發展，參 ，《 ：檳城華人

社會的 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 、八方文化，2009）。
109  〈創建平 公館 〉（1886），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

頁 799-803。
110  ，〈客 與檳城華人社會〉， 入 編，《客 與東南亞》（ 港：三聯書 ，

2002），頁 216-222。
111  建廟宇與會館會所的土地為英殖民 府所 ，其時霹靂華民 務司特別在太平埠 中 第二

臨 當 邊 ， 出一 面 36,000 平方 的土地為 廟宇與會館的粵 商所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5。
112  〈太平北吡叻廣東會館重 會所各 同鄉 名 （ 版）〉（1954）， 傅吾康、陳鐵

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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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在此同時，昔日與「五 」 爭的「 」 中的 慶府 僑

民， 以「 慶府眾信」名義， 仙姑廟 了 信眾化寶之 的 ，

傳 府鄉 集眾 之 。114

何仙姑廟 城 來的女神何仙姑，廣東會館以 結「百粵」115、

鄉 為 。廟宇的 立與會館的創 ， 上是一 面， 是同一 海

義 同 與 的結果，116 是 1880 年代粵 僑民著 行的一

工程的最終公開 展 。拉律戰爭時期 身 不同「公司」 而

相 的粵 華人社 ， 由 何仙姑 為 大廣東 同的代 神 ，

方言 、原鄉地域 與「公司」集 各 分 界 ， 建立相

的 ，為其後廣東會館的 立 。 一方面，何仙姑在上述的

過程中，於南洋邊 之地 之廟 ，從 城人的 鄉女神， 為

粵 華人同 之神 。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 方 在 十載 的拉律海 與義 ，最終在何大仙

姑神座前展現了 前 的 。甲 丹陳亞 參與 的檳城「泰 」

商 ，117與甲 丹 創 的「海 」商業集 ，從何仙姑廟建廟之始 二

                                                          
113  〈 調 （ ）〉（1887），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

紀 特刊》，頁 107。
114  〈 寶 （ ）〉（1887），霹靂州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藏。
115  「百粵」即「百 」，廣東 時為百 族主要 地區之一，是以「百粵」 為廣東人的

代稱。
116  現 的會館、廟宇文物 文獻材料，可 1880 年代 立廣東會館的 人 下：

、陳亞 、陳 全、 、 球、區 、 、 、區 坡、 、 、

陳 （ ）生。上述人 中，可 原鄉州 者，廣州府 的是 （ 城）、陳 全、

、 球（南海）、區 坡； 州 的是陳亞 （新 ）、 （開平）。其

中 在拉律戰爭時期為海 統 ，陳亞 、 與 為義 的 分 。〈 南

廟（ ）〉（1883），太平 南 廟藏；〈 調 （ ）〉（1887）；〈關 （ ）〉

（1887），原藏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現藏 南 廟；〈國泰民 （ ）〉（1891）， 南

廟藏；〈重 五 書 （ ）〉（1898）；〈五 書 創建 會 （ ）〉（1901）；

〈太平北 叻廣東會館重 會所各 同鄉 名 （ 版）〉（1954）； 輝，〈 館

史 〉，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頁 4；《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

周年紀 特刊》，頁 5。
117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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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思 ， ，《（民國） 城 》， 12，〈 〉，頁 3b；

20，〈人物三 傳 文〉，頁 56a； 博 、陳 編，《南洋名人集傳 第二集》，

上冊，頁 10； 編，《 番三 族 》， 印 著頁 。
107  當時馬來亞華僑稱 國中國為「 國」，稱移 的英殖民馬來亞為「移國」。參 球，《移

國：太平華 歷史人物集》，頁 6。
108  平 公館 名平 會館。關於平 公館的 與發展，參 ，《 ：檳城華人

社會的 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 、八方文化，2009）。
109  〈創建平 公館 〉（1886），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2，

頁 799-803。
110  ，〈客 與檳城華人社會〉， 入 編，《客 與東南亞》（ 港：三聯書 ，

2002），頁 216-222。
111  建廟宇與會館會所的土地為英殖民 府所 ，其時霹靂華民 務司特別在太平埠 中 第二

臨 當 邊 ， 出一 面 36,000 平方 的土地為 廟宇與會館的粵 商所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5。
112  〈太平北吡叻廣東會館重 會所各 同鄉 名 （ 版）〉（1954）， 傅吾康、陳鐵

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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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 調 （ ）〉（1887），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

紀 特刊》，頁 107。
114  〈 寶 （ ）〉（1887），霹靂州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藏。
115  「百粵」即「百 」，廣東 時為百 族主要 地區之一，是以「百粵」 為廣東人的

代稱。
116  現 的會館、廟宇文物 文獻材料，可 1880 年代 立廣東會館的 人 下：

、陳亞 、陳 全、 、 球、區 、 、 、區 坡、 、 、

陳 （ ）生。上述人 中，可 原鄉州 者，廣州府 的是 （ 城）、陳 全、

、 球（南海）、區 坡； 州 的是陳亞 （新 ）、 （開平）。其

中 在拉律戰爭時期為海 統 ，陳亞 、 與 為義 的 分 。〈 南

廟（ ）〉（1883），太平 南 廟藏；〈 調 （ ）〉（1887）；〈關 （ ）〉

（1887），原藏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現藏 南 廟；〈國泰民 （ ）〉（1891）， 南

廟藏；〈重 五 書 （ ）〉（1898）；〈五 書 創建 會 （ ）〉（1901）；

〈太平北 叻廣東會館重 會所各 同鄉 名 （ 版）〉（1954）； 輝，〈 館

史 〉， 入《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頁 4；《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

周年紀 特刊》，頁 5。
117  C. S. Wong,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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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 期，一直 是廟宇最重要的 人 理者。118陳亞 的 者、義

下的 位重要 周 ，119 在 建廟宇的過程中， 自出

建廟 之 。120在檳城與拉律義 中 重要 的 人物

，於 1887 年出 廣東會館首 理 時， 以其 商 「連 」的

名義， 廟宇 獻了一 前文 述 的 。121百年來，這 工華 的

始終 於仙姑神座 ，122 獻者 於神前 ， 化

而 創的「太平」。

太平何仙姑廟的創立 了 度 入拉律戰爭的粵人社 ，也為後

拉律戰爭時期新 的族 ， 了與 有在地社 交 的 。建

廟 中的瓊州 ， 可 為此一分 的 。瓊州移民在

拉律戰爭結 後的 1880 年代 開始 入太平埠，1883 年 南 廟建立時

將瓊州人信仰的天 入 祀神 ，123 此一地 鄉 的

。 於 1880 年代 太平瓊州會館 建人 代 的瓊州社 人

，124在 1885 至 1890 年 以建廟 身分參與何仙姑廟的 建 ，125

以 當時廣 二府人 聯 行的 工程的 大 ， 一定程度上

其他新 社 的開 。

何仙姑廟創立的北霹靂廣東會館， 為霹靂粵僑社 在歷 拉律與檳

榔嶼 十 年的嚴重族 立 之後，在 1880 年代同謀 生、

百粵鄉 之 的最終 現。廣東會館 來為 南 廟與何仙姑廟的物業所有

                                                          
118  〈重 廟 〉（1909）；〈 （ ）〉（1909），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119  〈重建馬 廟 〉（1893）。
120  〈 上界（ 聯）〉（1890）。
121

〈 連 （ ）〉（1887）。
122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107； ，〈 紀 〉，2016

年 4 月 10 日。
123  〈瓊州會館 建 （ ）〉（1901）；《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太平瓊州

會館史〉，頁 66、68。
124  〈 不 （ ）〉（1881），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74；《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百年史紀 刊》，〈太平瓊州會館史〉，頁 66。
125  〈 上界（ 聯）〉（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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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理者，126同時掌理新 座廣東義 。127近代以來會館其下的 會

包括十三個地 鄉 ： 州、 、 、 遠、南三、海南（瓊州）、

東 、會 、 、 、 州、 、 州 會館，128這個名 不僅 了

拉律戰爭時期的粵 族 結 ，也 了後拉律戰爭時期新加入族 的原鄉

。百年之中過番南洋的廣東華人來 拉律，生者 於廟， 者 於義 ，

而會館最終 接其 並 一 ，相 載 創造同屬拉律廣東社 的歷史。

、小 ：

十九世紀中葉前， 為廣東 城一方鄉 之神的何仙姑，在 1880 年代的

馬來亞霹靂州太平埠 中國域外首座 之廟 ， 為所謂「 南

邦」、「仙 海國」的 神 。129 為 各方廣東華人移民 以 鎮

「 邦」的神 ，130太平何仙姑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建立與 ，

並 一地 方言 地移植 鄉神 信仰的結果，131其所 現的主要

義，是一個 全 粵土移民的廣東社 在拉律當地的 。

過 特定神 信仰以 、 大廣東 同的文化 ， 了十九

世紀中葉以來， 北馬錫礦業 而分化為海 與義 大「公司」 暨

港 的 方粵僑 ，在後拉律戰爭時期為了 新 情 與族 結

而 行的 與 歷程。 為拉律粵人之神的代 ，何仙姑的出 ，

                                                          
126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60、61、208；〈何大仙姑廟第二 建

廟宇 會 名 （ ）〉（1958），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1047；〈太平廣東會館選出代 出 馬廣聯 年大會 何仙姑廟司 期 人投 〉，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8 年 6 月 18 日，第 13 版；〈太平何仙姑廟重 落 期開 建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8 年 11 月 25 日，第 10 版。
127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60、208。
128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147-174； ，〈 、

紀 〉，2016 年 4 月 9 日、10 日，於霹靂州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
129  〈 南邦（ 聯）〉（1885）。
130  〈仙 廟鎮 邦（ 聯）〉（1909）。
131  發，《馬來西亞客 人的 信仰與 》，頁 9-10；Tan Ai Boay,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Perak, 1874-1941,” pp.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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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紀 期，一直 是廟宇最重要的 人 理者。118陳亞 的 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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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重 廟 〉（1909）；〈 （ ）〉（1909），霹靂州太平何仙姑廟藏。
119  〈重建馬 廟 〉（1893）。
120  〈 上界（ 聯）〉（1890）。
121

〈 連 （ ）〉（1887）。
122  《太平北霹靂廣東會館慶 百周年紀 特刊》，頁 107； ，〈 紀 〉，2016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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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 不 （ ）〉（1881）， 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冊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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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 自拉律戰爭時期 ， 編各 華人移民 的族

，以 展現拉律戰後他在北馬 廣東所 之社會 。這個

以 近代「華南—南洋」 交 中，華南移民 何選 與 邊

社會的文化 以 南洋移 地的 治與社會 。

在二十世紀中期前的近代南洋華人社會，移 海外的華南民眾 與原鄉社

會 的社會交 關 。在人 、 、物 、文化 交 與相

造的 中，僑 地與原鄉 地社會的文化、 發展 相 引。132何

仙姑信仰 入馬來半島的發展，與十九世紀中葉後此一信仰在廣東所 歷的

相 ，所 現的 是上述的歷史 。太平何仙姑傳 統中的

故， 的是 中葉之前在 城當地以 南 英文化 傳的

仙 傳統；而「方 」 中所 的神 ，133 同

現了 信仰在 以 的 三 地區 一 眾的草根化發展 。

而，當何仙姑最 在太平 為「 一方之 ， 以 」的

粵 華人 神時，134以 為中 所 的在地傳 與 傳統，自此

在馬來亞奠立了新的 範，並 了此後有別於原鄉 的地方 的開

。 而言，何 女 的 女身分，自 以來在不 的 英

文 是地方 族 統中，始終是 刻 至 的主 。135

而在太平，以 太平之後在近打地區所 的廟祀傳統中，「何大仙姑」

一開始就是以 「南邦 」的社區 神身分 入各方華人社區，其在

華南原鄉傳統中 的 別 ，歷代傳 始終突出的 仙 情

不 為人所 ，與此相 的 女身分 公開 ，而是

而 藏於相關的 傳統 是社區 主 的 之中。相 之下，在馬來

亞， 有 的 故 特別 選 為 造神 當 的

                                                          
132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p. 43-52. 
133  〈重 廟 〉（1909）。
134  〈重 廟 〉（1909）。
135  ，〈神 上的 姑 ：何仙姑信仰與 三 地區的女 〉，頁 13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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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廣東大 所 出來的 世 一 化，136與各

移民離 、 調移 地 鄉聯 的 仙姑過番傳 相 輝

。137 著時 ，當 何仙姑廟所在社區的族 結 為其他 的華

人移入而發生 化， 至連何仙姑的廣東出身也 人 ， 而代之的是

中國自 以來 地域傳 的八仙女仙身分。138

為霹靂暨全馬來亞第一座主祀何仙姑的廟宇，太平何仙姑廟 創時所立

基並 的 族 治結 以 神 身 重 的信仰基調，在十九、

二十世紀之交的馬來亞，為 太平之後 同 以廣東新移民為開發主

的華人社區， 了一個可以 、編 的 目（repertoire）範 。在

這個範 下， 歷史 與原鄉地域文化、 屬不同社 的華

南新客， 可 此 一 重新 人 的 以 建社區公 生 的

始點。在傳 與廟祀 不 新以 社區生 與時 的

戰的過程中，過番的神 與人 也相 於 鄉生根，在新世界中 新

的歷史。圍 此一信仰傳統而相 於其他馬來亞城鎮開展的新故 ，

來日 一 與 。 

                                                          
136  霹靂州太平、 與金寶何仙姑廟在二十世紀皆是地方上有名的 「仙方」之所。
137  ，〈 紀 〉，2016 年 4 月 9 日； ，〈陳 、馬 紀 〉，2016

年 4 月 13 日，於霹靂州近打 何仙姑廟； ，〈 基 紀 〉、〈 紀

〉，2016 年 9 月 2 日，於 何仙姑廟。
138  在現今閩南 人 為 的太平華人社會， 了廣東會館的 部與世代定 當地的 華

人 民 何仙姑是「廣東人 的神」外，何仙姑的 來歷 為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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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 ：《 一統 地全 》（ 二十年[1894]上海寶 印 ），〈廣東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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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ying the Wildland”: 
The Larut War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e Xiangu Cult 

in British Malaya 

Hsiao-ching Liao*

Abstract

The He Xiangu Temple in Taiping (called “Larut” before 1874), the 
birthplace of the modern tin-mining industry in Malaysia, was founded in the 
1880s.  It was the first temple on the Malay Peninsula to be dedicated to the 
Chinese goddess He Xiangu 何仙姑 (Immortal Maiden H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ocio-economic, ethnic and religious landscapes in Taip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Larut Wars (1862-1874), the severest armed conflict 
involv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history of Malaya, to show how He 
Xiangu took root there. The deity’s putative hometown was Zengcheng 
城, a coun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Zengcheng immigrants formed 
the earliest Chinese tin-mining group in Taiping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Guangdong immigrant groups founded the temple in the wake of the war in an 
effort to reconcile.  The temple was established as part of a cultural strategy 
to symbolically integrate all Guangdong immigrants into one community.  
Thus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local religious traditions can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an effort by migrants to relocate their nativ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host society, as many scholars studying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have 
argued.  This case-study shows that a native cult could only be successfully 
embedded in the receiving society when it continually enabled its migrant 
followers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their lives abroad.  

Keywords:  Hai San, Ghee Hin, Kongsi, Guangdong immigrants, tin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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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必備：

《婦女雜誌》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學啟蒙（1915-1919）*

黃相輔


摘 要

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對科學知識

傳播的貢獻，然而過往研究著重新文化運動思潮下的啟蒙，鮮少討論五

四前的情況。五四前的《婦女雜誌》其實含有豐富的通俗科學內容，涵

蓋醫藥衛生、理化、生物、教育學等領域，以及各種與家政相關的實用

常識。《婦女雜誌》對家庭範疇的偏重有其時代脈絡：一方面受日本傳

入的賢妻良母論述影響，在男女分工的思維下強調家庭是婦女貢獻社會

的重要活動場域；另一方面又基於科學改良家政的理念，期望藉由整頓

家庭生活進而改革社會。兩位主編王蘊章、胡彬夏皆提倡普及女子教育，

王蘊章尤其重視實用常識及娛樂教化，對雜誌在此時期的表現有深刻影

響。《婦女雜誌》擘劃的改良家庭、日常生活與通俗教育等藍圖，反映

了當代知識分子對現代化生活的想像，也不啻是有別於五四新文化模式

的另一種啟蒙。

關鍵詞：《婦女雜誌》、王蘊章、胡彬夏、科學普及、改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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